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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研究》

前言

按照我国古老民俗，农历正月十五望日是为上元节，新年氛围尚未消散，上承正月初七人日剪彩缕金
以作人形，或贴屏风，或戴头鬓之习，上元之夜（称作元夜，又称元宵）有燃灯望月之风，所谓“谁
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随着历史的变迁，人日习俗已不见流传，元夜观灯却依旧盛行。
今年此日，上午我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举办的学术动态报告会，得见诸多老友，互拜晚年
；下午在家休息，姬沈育学棣从郑州来电祝贺灯节，并告我佳音，她的《虞集论稿》专著即将出版，
嘱我作序，我很感欣慰，搁下电话听简之际，窗外传来爆竹声，更助高兴之情。姬沈育学棣于2001年
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她原先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文，入学之际，我
也曾想安排她继续研读唐诗，以杜甫研究为主要方向，但鉴于我那时主要还是在做一点元代文学的研
究工作，又鉴于我指导过的几位研究生都研治戏曲史，于是我建议她攻读元代诗文，她欣然接受。当
时培养小组由四人组成，除了我以外，还有么书仪、杨镰和李玫三位同人。培养小组为她开设的专业
课有“元代诗歌研究”，包括元代诗歌的基本面貌、发展过程、代表性作家以及有关文献研究等内容
，为她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则有“元代文学与元代社会”，主要讲述元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沈’育
学棣在三年学习期间，十分努力，成绩优等。在这基础上，经我提议，她决定撰写研究虞集的毕业论
文——《虞集论稿》。我为什么建议她研究虞集呢？因为我有感于在薄弱的元诗研究领域内，很少有
人去对虞集这样的比较“正统”的大家作出系统的研究。较之铁崖派和玉山草堂集团，虞集无疑是一
位“正统派”人物，他首先是一位理学家，他曾为经学的纯正实际是专尊宋代理学而作过努力，他向
仁宗皇帝建议，要由“经明行修成德”的人或者是操履近正，确守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的人担
任学官。他尊朱熹“继先圣之绝学，成诸儒之遗言”，当然更拥护程、朱之学在元代“定为国是”，
也即成为官学。但我更欣赏他并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的通达态度。他曾追随他的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
收陆学的若干成份的主张和实践。吴澄是朱熹的三传嫡系弟子，他对陆九渊心学采取吸收纳取的主张
虽然遭到北方理学派别的打击，却有深远意义，影响到明代的心学派别。虞集也是直承朱门的人物，
但他对主“功利之说”的薛季宣（字士龙）和叶适（字正则）也有所肯定，所谓“永嘉诸贤，若季宣
之奇博而有得于经，正则之明丽而不失其正。”与朱熹反对事功即功利之学的言论大异其趣。元代科
举考试中的“明经”“经疑”科目都从《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中出题，采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如果加试“经义”，则各选一经，如选《诗经》，即以朱熹所注《诗集传》为准
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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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籍研究(2008卷·上)(总第53期)》是《古籍研究》期刊之一。本期刊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本着“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服务”的精神，主要进行古籍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及时反映古籍研究、整理、出版各方面的新成果、
新动态。本辑是2008年卷上总第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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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万曙，男，安徽潜山县人。1962年5月生。博导。专业名称是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研究方向：1.中国
古代戏曲小说2.明清文学3.徽学与地域文化个人简历：1986年8月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
，并留系任教；1997年晋升教授职称；1999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1999年7月
至2006年6月，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6月调任安
徽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学术成果：1．《沈璟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出版；2．《包
公故事源流考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3．《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出版；4．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5．主编《徽学》丛刊3辑，主编《
徽学研究资料辑刊》6种。获奖情况：1．《沈璟评传》获安徽省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2．《明代戏曲评点研究》获安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功三等奖。在研项目：1．《徽商与明清文
学》，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徽州与明清文学艺术》，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3．《汪廷讷戏曲集》，全国高校古委会2006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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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虞集论稿》序读《竞建人之》札记两则包山遣册简补释一则山东印社藏战国陶文考录《说文》“勺
”部字溯源——兼谈《说文》部首的同形合并青川木牍字补议试谈楚系简帛文字中涂黑别义现象浅议
《晏子春秋》同义词产生的途径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语料价值《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墓志语
词校释《聊斋俚曲集》方俗词札记古代文选误注札记之二墨经新证《尔雅》郑玄注研究述评历代《国
语》版本著录汇考从相关出土文献看《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的成篇情况江淹文集版本源流考从
《李颀诗集》整理看古籍校勘取舍从违之原则《宋史·南唐李氏世家》校勘记五则《四库全书总目》
考辨三则《清史稿·循吏传》人名字号订误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两个版本系统顾廷龙文献庋
藏理念述略东汉文学札记(下)两晋南朝庐江何氏家族之兴盛述论新编杜甫年表(二)《旧唐书·武元衡
传》考辨杨万里范成大交游叙论唐人编选诗歌总集补考宋代诗人翁元广钩沉《(宋诗纪事)补正》欧阳
修诗分析序与诗的对话——论唐诗诗序在作品中的影响观念革新与诗学批评——周弼《三体唐诗》律
诗格法研究广搜罗 细比勘详校注精品评——评刘学锴先生《温庭筠全集校注》广蒐博采 结鬘贯花—
—读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钱大昕研究的成功之作——读张涛主撰《钱大昕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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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古诗纪》本《古诗纪》，亦称《诗纪》、《汉魏六朝诗纪》，明冯惟讷（1513～1572，生平参
《明史·冯琦传》）编。该书是对汉魏六朝诗歌的第一次系统的整理，采摭繁富，编排得宜，具有开
创之功，收入《四库全书》。江淹文集的整理本系统正是由此本发展而来。本人在南京图书馆见此书
的胶卷，其中梁诗部分收入江淹诗二卷，依次是乐府、诗。另外，在“齐诗”部分收入《凤凰衔书伎
歌辞》等庙堂之作。在江淹诗首卷作者名后，引用了“南史本传”，又引钟嵘《诗品》评语“筋力于
王微，成就于谢脁”和陈绎曾《诗谱》的评语“故君子贵自立，不可随流俗也”。但未一一注明具体
出处。《古诗纪》完全打乱了宋本江淹文集的顺序，大致按内容重新归类和编排：先是与始安王等王
室成员有关的，次为登临纪游、亲友酬赠，最后是杂拟与伤悼之作。可能冯氏认为骚、颂等皆非诗体
，故骚体的《应谢主簿骚体》、《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山中楚辞》五首和《草木颂》十五首、《
杂三言》五首均未收入。《古诗纪》本在宋本基础上，还参考了一些总集、类书，这一点可从其诗题
小注中见之。如《古意报袁功曹》注：“《乐府》作《临秋怨别》。”《卧疾怨别刘长史》注：《艺
文》作《临秋怨别》。按：《乐府》当为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简称，经查《乐府诗集》卷三十二
《相和歌辞七》收有江淹《从军行》二首，其二内容与《古意报袁功曹》一致，其一则系《杂体诗三
十首》之《李都尉从军》。《艺文》为《艺文类聚》之简称，《艺文类聚》卷二九引《卧疾怨别刘长
史》文，题作“临秋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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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籍研究(2008卷·上)(总第53期)》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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