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续清经解编纂考 

虞 万 里 

壹  清代刊刻经解之风 

西汉治经，专一为常，东汉渐多兼通之儒。然即如遍注群
i
经之郑玄，亦未尝缀辑诸经

简册于一编。熹平、正始刻石仅有经文数种，且不能卷而随行。南朝齐衡阳王萧钧手自细书

五经，为经书总集之始。唐孔颖达奉诏所撰《五经正义》，虽为经解总汇之祖，犹各自单行

数百年之久。雕版肇兴，兹风渐炽。宋廖莹中尝刻九经，相台岳氏益以《公》《谷》而为九

经三传。元代始有十三经注疏之汇刻本，至明代而大行于世。有清崇尚经学，汇刻解经之书

亦最多且巨。康熙间，徐乾学为纳兰性德编刊《通志堂经解》，辑书百四十种，除容若自撰

二种外，皆清以前著作。1 嘉庆间，何元锡刊《何氏丛书》，汪昌序刻《经学五种》，亦未及

清人著作。道光间，钱仪吉为补《通志堂经解》所未备，仿其例编刊《经苑》，原拟四十一

种，仅刊成二十五种。诒经堂主人张金吾亦欲补所未备而编有《诒经堂经解》，辑书八十馀

种，多宋元人著作，间涉清代，惜未刊成。
2
  阮元督粤，刻成《皇清经解》千四百卷，辑

清七十三人著作百八十三种为一编。3  凡清初至嘉道间经师著作，网罗略备。唯囿于去取

标准与搜采区域，仍不免遗珠，且嘉道以还，经师辈出，著述汗牛，光绪间孙谿朱记荣刊《经

学丛书初编》十三种，除宋人著作两种，及惠栋《九经古义》外，馀十种均《清经解》所未

收。4  后王先谦视学江苏，广搜博采，刻成《皇清经解续编》千四百三十卷，计书二百零

九种，与阮刻《经解》相侔。有清一代经学著作略备于斯。 

贰 《正续清经解》刊刻缘起、过程及流布 

一、《清经解》刊刻缘起及过程 

（一）阮氏学术思想与刊刻背景 

《清经解》为阮氏所主编。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 

九）进士，历官户、礼、兵、工等部侍郎，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广东巡抚，两湖、两

广、云贵总督，加太子少保衔，擢体仁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卒，年八十六，

谥文达。阮氏生平持躬清慎，为政务崇大体，奖掖笃学之士不遗馀力。在浙创诂经精舍，督

广立学海堂，兴学教士，士林尊为泰斗。为学博极群书，实事求是，所阐各经精义载于《揅

经室集》。 

儒家经典流传千数百年，翻刻传钞，豕亥鲁鱼，亟需比勘校定。汉儒诂经，不失先民之

旨，治经必通训诂，而载籍浩博，未能会最，亟待搜辑成编。经学由汉而唐，有古文学、今

文学，郑学、王学，南学、北学之争，一派之中，复有异同，唐定《五经正义》，先儒旧说

因之湮亡，欲考镜经学源流，首须索隐钩沉。清人解经崇古文，尚考据，乾嘉之际，臻于极

盛，学人济济，著作如林，然天南地北，搜辑不易，欲观一代经学之总成就，必得汇辑成编，

刊而行之。以上四端，本非一人或数人之绵力所能肩任，前述何、汪、钱、张之举可证。阮

氏学识渊博，经术湛深，与汪中、凌廷堪、焦循等承吴派之专、皖派之精，开创扬州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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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学界颇负众望，且仕宦南北，历居要职，其学识声望足当斯任。刘寿曾《沤宦夜集记》

云：“学术之兴也，有倡导之者，必有左右翼赞之者，乃能师师相传，赓续于无穷，而不为

异说讏言所夺。文达早膺通显，年又老寿，为魁硕所归仰，其学盖衣被天下矣。”
5
   

阮氏早岁尝手校十三经注疏。阮元主张用金于书，遗经于世。其《虞山张氏诒经堂记》

云：“夫遗金不如诒经，犹徒为一家读书计耳。曷若以书公之天下后世乎？世之有金者，无

所不为，不肯用之于书，若是者谓之无福；若在己无学术焉，则虽有之肯之，亦无能用之，

若是者亦谓之无福。”
6
  元入馆阁，曾与孙星衍等相约分纂钞撮群经训诂，因事不果。乾隆

六十年（一七九五）调任浙江学政，于嘉庆二年（一七九七）正月，集诸生二十馀人于崇文

书院，修《经籍纂诂》。授凡例与臧在东，属以总纂之役，其弟礼堂佐之。三年九月，书成，

凡一百十六卷，
7
  次年刊成印行。

8
  此书依韵归字，罗列汉唐故训于其下，可谓经典之统

宗，训诂之渊薮矣。 

嘉庆六年（一八O一），诂经精舍建成，聚诸生课以经史疑义。复辑《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延段玉裁为总纂，何梦华、臧庸、顾千里、徐养原、洪震煊、严杰、孙同元、李锐等人分纂。

十一年书成。二十一年重刊《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于后。时因阮氏移节河南巡抚，

旋离江西，卢宣旬、胡稷急于求成，未及细校，错讹尚多，《校勘记》亦因段、顾持议不合

而未能尽如人意，故阮氏“不以此刻本为善也”。
9
   

嘉庆六、七年（一八 O一——一八 O 二）间，阮利用修《经籍纂诂》之资料，订补扩充，

命门人陈寿祺等于九经传注之外，裒集古说，辑《十三经经郛》。“经郛”之名，取于扬雄《法

言·问神》“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之意。其宗旨在“荟萃经说，本末

兼赅，源流具备。阐许郑之闳眇，补孔贾之阙遗”，而搜辑范围则“上自周秦，下讫隋唐，

网罗众家，理大物博，汉魏以前之籍，搜采犹勤，凡涉经义，不遗一字”。陈秉承师意，为

定《经郛条例》，撮其大端有十：一曰探原本，二曰钩微言，三曰综大义，四曰存古礼，五

曰存汉学，六曰证传注，七曰通互诠，八曰辨剿说，九曰正谬解，十曰广异文。统此十端，

囊括古今，具体之甄采、编排，厘为条例二十有五，综述如下： 

第一至第五条论采辑经文：凡以经注经者，经中援经而不标经名者，援经证事者，经中

所引为逸经者，等等，均详加采辑。 

第六条标明三传事迹异同者不录。 

第七至第十条论《说文》：凡《说文》中以各种形式所引之经文，及其古文、籀文、篆

文或体之有涉经义者，并附载。 

第十一条论小学书之甄采：《尔雅》《说文》《广雅》诸书，因与经籍相表里，故逐字甄

采，不使遗漏；《玉篇》以下，颇经窜乱，故必明引经句者始录之。其他如汉魏碑铭、释藏

音义，文字异同，靡不搜讨。 

第十二、十三条论传注引经之甄采：凡今见存两汉以下，隋唐以前，及诸散佚古注，其

释此经而引彼经者并加采辑，以博存异义，补缀阙遗。 

第十四条谓《经典释文》中之诸本异字、诸家异读亦并加采辑。 

第十五条谓对伪书如《家语》《孔丛子》等亦酌予甄录。 

第十六条论诸子：周秦诸子，未遭燔经，自是可贵；汉代诸子，亦渊源有绪；旁及宏景

《药录》、甄鸾《算术》，皆在广采之列。 

第十七条论史部：自《史记》至《唐书》，兼及《通典》《水经》，亦在采辑之列。 

第十八条论史子之注：凡子注史注之有涉经义者，并采以资证明。 

第十九条论逸书：谓逸纬及唐以前逸子逸史别史传记有涉经义者悉采。 

第二十条论文集：文集中有于经术有裨者，亦采求之。 

第二十一至二十五条论编排：采书悉仍原文，每书必标卷篇；首仿《经典释文》之法，

为叙若干卷，以稽家法，考兴废；凡自成一书者，不易割裂，则列之于前，为作通论若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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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若干卷；散佚之经文，逐条排比，各依汉儒家法，循其义类，按次辑缀。所引之書书均用

统一简称标注，庶免淆乱。
10
   

书稿经陈寿祺、凌曙诸人搜辑，
11
至十五年，阮亲自编录，十六年（一八一一）四月，

编录既成，计百馀卷。但尚觉采择未周，且艰于补遗，是以未刻。
12
道光十二、三年间，阮

欲请晋江陈颂南至家校正《经郛》丛稿，陈牵于人事未果。
13
 十六年，阮从《经郛》中辑出

《诗》《书》二经，成《诗书古训》六卷，
14
  命毕光琦校正删补印行，

15
  馀稿逐渐散失。 

以上三事皆凭借众人之力而成，尤其是《经郛》体例的写定与《经郛》丛稿辑成，唐以

前经师之微言大义、古学异文萃而存焉，唐宋元明之著，《通志堂经解》已略备之，由是使

阮氏有广搜本朝经学著作，纂辑《清经解》之意图。道光五年（一八二五），遂委严杰于广

东之学海堂辑刻《清经解》。 

（二）刊刻经过、经营方法及版存情况 

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阮序江藩《汉学师承记》云：“元又尝思国朝诸儒说经之书

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采。窃欲析缕分条，加以剪截，引繫于群经各章句之下。譬如休

宁戴氏解《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则繫之《尧典》；宝应刘氏解《论语》‘哀而不伤’

即《诗》‘惟以不永伤’之‘伤’，则繫之《论语·八佾》篇，而互见《周南》。如此勒成一

书，名曰《大清经解》。徒以学力日荒，政事无暇，而能总此事、审是非、定去取者，海内

学友，惟江君暨顾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书或不尽传，奥义单辞沦替可惜，若之何

哉！”
16
  就中可窥阮氏意想中之《大清经解》原欲仿《经郛》之例，与道光所刻者不同。故

当时学人，已有指责严氏纂辑时割裂原著，且“体例亦绝异，殆非阮氏本旨也”，是以《续

修四库全书提要》有“阮氏督粤，江藩曾入幕府，不知是编何以不属之藩，而属之杰”之疑。
17
  顾千里以精于校雠著称，江藩以深于经学驰名，若以江、顾司总裁，则《清经解》之体

例或异于今。然严虽出任总纂，毕竟体例事大，当由阮氏亲自决定。细析《清经解》当日所

以不依《经郛》之例而循《通志堂经解》之体，亦牵于人事、时间、难易等诸因素。 

顾千里嘉庆六年（一八O一）入“十三经局”辑校勘记，与段交恶，阮元于二十三年刻

《十三经注疏》虑馀波未息而仍不聘顾，乃二十三年序江书，于顾仍怀眷眷之意。顾氏《校

〈经典释文〉跋》中有“阮芸台办一书曰《考证》，以不识一字之某人临段本为据，踳驳错

误，不计其数，三厄也”之语。
18 
 此虽缘何梦华、段玉裁而发，然对阮氏已微露不满。且

道光五、六年（一八二五——一八二六）间，顾往来于扬州、上海，无缘出任总纂。阮氏督

粤，江以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来入幕府，元延以教子福。其《高密遗书序》云：子屏

“饥驱至岭南，遂归扬州，不再相见”。
19
  阮以道光六年调任云南，江侄孙江顺铭云藩于道

光五年退息里门，则《清经解》谋刊之际，江已回甘泉。是时，陈寿祺丁忧后已退居故里不

复出，臧庸、洪震煊皆谢世，唯严杰于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O）春携弟子张熙至粤。初夏，

阮元以小女安适张熙，女与婿并从杰读书。
20
杰字厚民，钱塘人。尝从阮受经。编《经籍纂

诂》时合辑《孔子家语》王肃注，补遗时分纂《周礼》郑注贾疏、《礼记》郑注孔疏。辑《十

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分任《左传》《孝经》。阮元《题严厚民杰书福楼图》诗：“严子精校雠，

馆我日最长。校经校《文选》，十目始一行。”首有“厚民湛深经籍，校勘精详”云云，而诗

句下自注云：“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
21
  是

在道光五年。严以校勘精审为阮所器，且兼有学生、门客之谊，故委以重任。此牵于人事者

也。 

嘉道间，阮仕宦亨通，频频迁调，难于久宦一地。方其于江西刻《十三经注疏》，未竣

事而移节河南，至所刻未能尽如人意。其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来任两广总督，至是已

八年，难保一旦调任，复有校刻《十三经注疏》之憾。且道光五年，阮六十二岁，已时不我

待。此繫于时间者也。 

《经郛》由嘉庆六、七年间发凡起例，至十五年尚自编录，名义上虽已辑成，实际则“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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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未周，艰于补遗”，故不能刊刻付梓。《清经解》所汇辑之清人著作数量远过于《经郛》，

若以《经郛》体例条分缕析清人经说，非唯时间上必旷日持久，无有了时，即校勘精审之严

子，毕竟不如江藩与顾千里，恐难肩斯任。平步青曾揣之云：“岂卷帙繁富，大车尘冥，如

梨洲所辑汉唐以来诸儒经解，经始《春秋》，即‘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大帙，度不可成，

遂罢去耶？”
22
此碍于难易者也。 

即此三事，可知何以于嘉庆二十三年尚欲以《经郛》体例编纂《大清经解》之阮元，在

道光五年实施此事时不得不改变初衷，转而依人之先后辑刻。而严杰于《清经解》前之识语

云：宫保阮师“所取国朝以来解经各书发凡起例，酌定去取，命杰编辑为《皇清经解》，是

编以人之先后为次序，不以书为次序，凡见于杂家小说及文集中者亦挨次编录，计一千四百

卷”，
23
似已表明体例系阮师所定。五年八月，于广东学海堂刊刻《清经解》。

24
严总司编辑，

信宜县教谕吴石华、东安县训导何其杰为监刻，学海堂诸生充校对，题署博罗县知县嘉善孙

成彦管理覆校，阮福亦任监刻之职，而在署总理收发书籍出入、催督刻工诸事。
25
 六年六月，

《清经解》之编刊已过千卷，阮奉命调任云贵总督，刊刻事交付粮道夏修恕接办，严仍任总

编。自后各书应刻与否，大半皆邮筒商酌而定。至九年九月，全书辑刻完毕，凡七十三人百

八十三种著作，计千四百卷，分装三十函。亟寄滇南，阮于九年十二月收到全书。前后历时

四年有馀。 

方《经解》刊刻过半，阮氏曾拟于学海堂侧添建小阁庋藏书版，及全书刻成，以版多且

重，建阁工费浩大，乃暂置于文澜阁，俟经费充裕，再筑阁徙庋。藏版印刷均作严格规定，

特设“藏版章程”九条，
 26
  兹约为四点，简述如下： 

一、经版存放：经版共一百零九架，每架编列字号。架脚盛以瓷碗，碗中放石灰以防蚁

蛀，碗下垫红砖以避潮气。 

二、经版管理：藏版房门锁钥由值课学长收管，按季流交。 

三、印刷规定：书坊有欲印刷者，先纳版租，而后定期开工。匠人每早至文澜阁下印刷，

薄暮散归，不开夜工，以昭慎重。每次发版不过十架，收回旧版，点明版数，再发

新版。 

四、保养修补：每刷一部，纳版租银一两，备修补版片、书房、书架之用；茶资费银贰

钱肆分，作守阁人员照料之费。每次印刷毕，即雇匠人将书版逐片洗刷晾干，应修

补者随即修补，而后入阁存放。 

（三）兵燹及补刊 

咸丰七年（一八五七）九月，英军攻省城，踞粤秀山，炮击文澜阁。学长等以其地多藏

书版，亟招人取出，已缺失过半。文澜阁柱断隅倾，山堂外门之内藏书屋亦毁坏。残存书版

以舟载至城西之泌冲，庋藏于邹氏祠堂。 

咸丰十年（一八六O）闰三月，两广总督劳崇光以巨书残毁，乃“帅兹土之憾”，遂捐银

二千一百两为倡，并请诸官绅同志捐资补刻，共得银八千八百馀两。
27
 设局于西关长寿寺，

聘郑献甫、谭莹、陈澧、孔广镛四人为总校。
28
  计补刻者数百卷，刻版数千叶。增刻冯登

府著作七种，汉、魏、唐、蜀、北宋、国朝《石经考异》各一卷，《三家诗异文疏证》二卷。

合新版、补版校勘一过，改正讹误若干。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完工。同年七月，遭飓风 ，

文澜阁乃尽圮，遂于山堂外门之内原藏书地筑室三间，藏经版于其间。此即所谓“咸丰庚申

补刊本”。 

同治九年（一八七O），广东巡抚李福泰于龙藏街萃文堂刊其同里济宁许鸿磐《尚书札记》

四卷。以“粤中向有《皇清经解》⋯⋯即以先生是篇附诸《经解》之后”，
29
 其书二册，为

《清经解》庚申补刊本之卷千四百九至千四百十二，款式与学海堂本均同，卷千四百十二后

有“粤东省城龙藏街萃文堂刊刷”刊记，书口有“庚午续刊”四字。唯书前目录未补入许书，

仍终于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及李氏离粤，版亦携去，许书遂以单本行，或云有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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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此书非文达原刻所有，饬令抽去此版，不得与《经解》同行。而徐时栋以为许氏《札记》

“殊未精博”，断语“多率意武断，不顾前后”，揣度大吏饬令抽版，殆或因此。
30
故“庚午

续刊”千四百十二卷本之《清经解》殊不多见。 

二  《续经解》刊刻缘起及过程 

（一）续刊之必要 

《清经解》煌煌千四百馀卷，虽曰清初至乾嘉经学著作大备于斯，毕竟未能网罗无遗。

其后，学者继起，著作层出，不让于前。张之洞云：“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成书后，续

出者尚多，先出而未见收者亦不少。”
31
 汪之昌《代拟〈皇清经解续编〉序》云：“考文达之

刻《经解》在道光初，当时容有书尚未成，或成而未出者；且有读文达之书而兴起著书以抒

其心得者。”
32
 盖同时之人，皆明斯情，而补辑续刊，仍肇自阮意。阮元《镇江柳孝廉春秋

穀梁传学序》云：“余甚惜见之之晚也。亟望礼堂写定，授之梓人，补《学海》之缺文，与

海内学者共之，是余年老之一快也。”
33
 又《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云：“曩余在广

州开学海堂，集说经之书为《皇清经解》千四百卷，而独缺三家诗石经。今于滇中始得见之，

爰亟为编入续编，并叙而归之。”
34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记金鹗及其《求古录礼说》事云：

“后秀才（金鹗）没于京师，明经（陈奂）曾觅其《求古录》录副上之阮文达。文达谓当续

入《皇清经解》。”
35
  李祖望《汪孟慈先生海外墨缘册子答问》云：“茗香先生（罗士林）《春

秋朔闰表异同》，闻广州编《经解》时，总纂者曾致书索刻，先生坚未许，仪征相国告予。

后于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室毁于火，时书留相国处，亦同毁焉。”
36
 观此可知阮氏已

有续刻之意，第年事已高，未能付诸实践。庚申补刊及庚午续刊，意同补遗，惜所补甚鲜。 

李祖望《汪孟慈先生海外墨缘册子答问》引汪氏之言云：“愚见更辑补遗一书，虽未及

即刻，先举一目例以贻来学，且及于远邦，俾广闻见。”李本欲举“后出之书及前书失载者，

编拟补书目”。 
37
 汪、李是否拟有目录，不得而知。今见唯戴望拟目一份。俞樾《〈经学丛

书初编〉序》云：“仪征阮氏所定《皇清经解》实集大成。文达至今又五十馀年，说经之书

愈出愈盛。同治初，余尝与戴子高茂才商定续刻《皇清经解》目录。”
38
戴氏之目，载于《春

在堂随笔》卷三。以经为类，先《易》而《书》、《诗》，依次而下，与《清经解》以人之先

后为序者不同。所载经籍凡《易》十三种，《书》十二种，《诗》十种，《仪礼》十一种，《周

礼》八种，《礼记》、《大戴礼记》十种，《春秋》三传及《国语》十二种，《论语》六种，《孟

子》一种，《孝经》一种，《尔雅》三种，《说文》四种，共九十一种。
39
  他举毛奇龄《尚书

广听录》《舜典补亡》《孝经问》《四书改错》《圣门释非录》等五种为阮未刻而宜补者。又谓

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二书，学海堂本多脱误，宜重刻。

并拟辑诸家文集及说部书中有涉经义者，集为《经义文钞》殿于后。俞于“戊辰夏见曾文正

公于金陵节署，出以相质。公曰天假吾年，必成子志。已而文正薨，此事不果”。
 40
十馀年

后，乃有王先谦续刻之举。 

（二）刊刻经过 

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进士，散馆授编修。官国子监 

祭酒。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八月，奉旨为江苏学政。十月二十六日抵江阴。十一月于南

菁书院西长江水师协政署故址建屋两进，开设南菁书局。捐银一千两为倡，继踵阮志，“汇

刻先哲笺注经史遗书”，“期以三年成之”。 
41
  

王氏曾于《清经解》外之解经著作搜采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因檄学

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自阮刻流布，历道咸同光四朝，思续刻者不乏其人，故搜采者亦

不乏其人。王氏之倡，应者影从。新阳汪之昌于“诸凡说经之作，尤所留心访辑，先后得若

干种，为文达所未及刻者又若干种”，而“怀欲为之续刻者有年矣”， 
42
 逮王氏倡导，汪即

出前所得说经诸书。同时，仁和叶维幹主讲上海敬业书院，亦为王裒访、勘校经籍。
43
 至十

二年六月，采获之书已近二百种千数百卷。王稔知宁、苏两书局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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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因刻资颇巨，乃函商督抚臣僚及士绅捐款，计得漕平

足银近二万两。并征得苏州崧骏首肯，由苏局助刊四百卷。复于南菁书局外设局长沙，数处

并行。以长沙王先慎为总编辑，仁和叶维幹、长沙王宾为监刻。十三年秋，王以《经解续编

目录》寄李慈铭，并索书以刊。李覆书与商所刻书之去取，并以“越缦堂经说”无人整理而

未克其成相辞。十四年六月，《续经解》刊成，体例与阮刻相同。书二百零九部，都千四百

三十卷。其中苏局助刊二百四十三卷，长沙、江阴两处刊千一百八十七卷。书版一万七千三

百六十二块，存于南菁书院。每岁雇工印刷，运销沪上各书肆，年达数十部。一九三七年十

二月一日，首批日军突入江阴城内，奸淫杀掠，纵火焚烧，十馀日不息。时已由南菁书院改

为南菁中学之五幢楼房全被大火毁圮，从书院时积存之三万馀册藏书与《续经解》之全部版

片悉数化为灰烬。
44
  

 

三  《正续清经解》存录之取舍及版本 

（一）取舍 

徐乾学刻《通志堂经解》，随得随刻，漫无取去，良窳杂出，学者病之。及阮刻《经解》 

行，士林虽广被其益，
45
犹不免于微词。综而论之，约有数端：曰收录失当，颇乖旨趣；曰

去取未公，抉择不精；曰割裂原书，任意删节；曰钞录无绪，编辑不善；曰琐屑饾饤，无当

宏旨。 

方阮氏于学海堂尽出所藏，乃“选其应刻者付之梓人”。 
46
  严杰云：阮宫保“取国朝

以来解经各书，发凡起例，酌定去取，命杰编辑为《皇清经解》”。
47
 是其刊刻时原有取去。

其原则据李祖望所说，为“非实事求是者不录，武断附会者亦不录”。 
48
阎若璩《古文尚书

疏证》、胡渭《易图明辨》两书为有功《书》《易》之著，阮曾为胡书作序，然皆不收，是两

书或有矫偏过激之论；阮推崇毛奇龄，序其全集，而不收其《古文尚书冤词》，盖以是书强

辞掎摭太过故也。又，收庄存与《春秋正辞》，而略其《周官说》，收惠栋《周易述》，而略

其《易汉学》，收任大椿《弁服释例》，而略其《深衣释例》。至若黄宗羲、李塨、颜元、李

光地、孙奇逢诸大家之纯理学著作，一概摒弃，可见其收录范围。要之，《清经解》所收著

作，大多依阮氏标准甄采，偶有失收，亦必有因。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阮移节云贵，时

《清经解》刊刻已逾千卷，虽委事夏、严，犹以书函往复商讨。然严总司编辑，除恪守原则

外，亦有一定取舍之权。世人不明其取去原则，舌锋所指，多在严氏，故略为辩解。 

劳崇光《〈皇清经解〉补刻后序》斥严氏“率为编录”，“或乖旨趣”，谓《广雅疏证》《说

文注》及诸历算之书，虽经学所不可少，而与《清经解》不必相附。
49
 按严尝谓编入天算各

书，旨在使解经者知天象历法而不致误释经义。段、王之书，援经以注字书，解经之士，以

字书之义释经：两者互为因果，正可互补。
50
 考陈寿祺所定《经郛条例》中，颇重小学之书，

当亦出自阮意，未可以此厚非。 

徐时栋《分类重编学海堂经解赞二十一首序》云：“经生家数，浩如渊海，考其成文，

何啻数万，所知者，若阎氏《疏证》、姜氏两《补义》、余氏《钩沈》、江氏《标准》，精博之

书，数难更仆，今皆阙如，则搜罗之未备也。”清儒埋首著作，虽师友间相互切磋，互赠所

作，然交流毕竟有限，往往日闻其名，而久久不得读其书者，欲尽搜学者之著，于当日诚为

难事，故任何一种丛书之编纂，绝不可能搜罗殆尽。《小学钩沉》系辑佚书，非纯著作，固

不必收。姜、江之著是否因《四库》已收而略，抑或其他原因，今莫能知。 徐又谓阮氏《十

三经校勘记》既有单刊本，复又附于阮刻《十三经》之后，不必再叠床加屋收入《经解》。

而《经籍纂诂》“亦文达所著，虽少有舛误，要为学者津梁，今舍《纂诂》而取《校勘》”，

未为公允。实则《纂诂》为纂辑之书，亦非纯然著作，固以不收为得。至《校勘记》二百馀

卷，既已广为流传，原可不收，第以阮氏之书，严氏怀有特殊心理，收之亦情有可原。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谓严氏所刻《清经解》体例乖舛，最令人不满者为任意删裁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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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原书序跋及总目亦多删去。任意删减，确为《清经解》一弊。如，翟灏《四书考异》原

七十二卷，删其总考三十六卷；《揅经室集》七卷，味其收录原则，阮为解经著作所写之序

亦在收录之例，今但收《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等数篇，而《〈经义述闻〉序》载在原

书之首，他如《〈周礼汉读考〉序》《〈弁服释例〉序》等皆文集、原著两不见。他书序跋存

者寥寥无几。夫读其书者，非唯当知其人，亦当知此书之所以作，则序跋之用大矣，今读《经

解》，于作者著作意图，茫乎不可知。此于严氏，有不可推委之责。 

严编《经义丛钞》三十卷，桂文灿谓其编辑失当。
51
沈豫则意甚轻之。

52
 至徐时栋则谓

既曰“丛钞”，宜遴选佳什，以经为次，每篇每条，各注出处，“异同是非，一听学者自择，

庶几专经之书既列前部，旁见之义又聚斯编，秩然不紊，功在纂辑矣。今率意收录，漫无统

绪，则钞录之未善也”。又谓“《宫室答问》《孔子三朝》，本皆书而厕诸《丛钞》之列，则位

置之未宜也”。
53
《丛钞》收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叙及论说，姚文田《春秋经传朔闰表》序，

洪颐煊《读书丛录》，《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文集》之选篇，及王昶、顾千里、朱珪等单

篇论文，亦以人之先后相次。若顾、姚二书，既以表名，自以表为主，乃删表而录叙；《诂

经精舍》《学海堂》两部文集系阮元课经生之习作，中有精深者，亦有泛论不足观者，兹以

涉经必录，皆去取失当之无可推委者。至于《丛钞》专著与单篇杂脍一锅，似另有原因。《清

经解》编录大致以人之先后为序，朱彬、刘玉麐、王崧三书晚得，故居于最末。《丛钞》中

顾、姚、洪之书或更后得，若复殿后，不免更乱其例，且随得随刊，终无有了，乃选而编之，

都为一集，名为“丛钞”，题曰“补编”， 
54
 殿以了事。原心循迹，或亦不得已也。 

至张孟劬、沈德谦辈谓其“琐屑饾饤，无当宏旨”， 
55
 乃个人学术宗尚与时代倾向。张、

沈宗章学诚，与乾嘉考证之学取道殊异，此诚可置不论。考据求实，自有其不泯之功绩在，

倘字词鱼豕，名物马鹿，焉能求其“宏旨”，则“琐屑饾饤”，正不可一概论耳。 

王氏刊《续经解》，称“体例一仿前大学士臣阮元所刊《皇清经解》”，
56
 然其与阮刻亦

有小异：阮刺取十馀家文集中有关经学文章，编入《清经解》，王刻则二百馀种全为专著，

无一文集单篇。其他甄录标准，可由戴望《续经解目录》、李慈铭《覆王益吾祭酒书》中参

悟一二。 

戴望《目录》共九十一种（戴所谓补刻者不计），与王刻相同者仅四十种，不及其半。

戴乃周中孚之甥，尝从学宋翔凤，明于授受特点，属常州今文学派。戴门户之见持之甚力，

故其书目拟收庄存与、刘逢禄、庄述祖、庄有可、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等今文学家著作达

三十六种（其中存与九种，述祖八种，源五种），就中为王刻所收者九种。此外，王收戴遗

者有陈立、迮鹤寿、邵懿辰等三人四种。即此可见戴目王刻于今文经学著作取舍之不同倾向。

戴目又有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董增龄《国语正义》二书，皆在王刻前刊行；另有周中

孚《孝经集解》，此书诸目多不载，疑为戴所见舅氏之稿本：是皆宜入《续经解》者。戴目

依经分类，眉目清楚，若使之襄助王氏刊刻，或能取长补短，乃其壮年殁世，夙志未酬，殊

为可惜。 

李慈铭《覆王益吾祭酒书》云：“辱示《经解续编目录》，编凡二百一十六部，皆近代经

学大师征言秘籍。然尚有管见，小须参酌。宋确山《周礼故书疏证》鮮所发明，见闻亦隘，

较之金坛段氏《周礼汉读考》相去甚远，似可不刻。邵位西《礼经通论》持议不根，实汉学

之大蠹。戴子高《论语注》怪诞谬悠，牵引《公羊》，拾刘申甫之遗唾，支离益甚，且多掩

旧注以为己说而没其名。此两种宜从删汰。桂氏《说文义证》书太繁重，又湖北已有刻本，

其书亦无甚精义。洪北江《左传诂》仅存古注之略，无所证成，既刻李次白《贾服辑述》，

则洪书似可不刻。”
57
 李欲去宋、邵、戴、桂、洪五书，今邵、洪二书仍存，他则已删。李

覆书后举“宜随地访求，依类增入”之书五十一种，宜刻入之经总类书十种，计六十一种。

其中张皋文《说文谐声谱》、
58
庄葆琛《五经小学述》、陈澧《东塾读书记》三书已采入今之

《续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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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所谓宜刻者约有数种：其一、李本人或他人有其书，随索即可刊入者。如茹三樵《周

易二闾记》、宋鉴《尚书考辨》等二十种。其二、书已刊刻，李得读其书以为精醇者。如范

家相《诗沈》、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等三十二种。其三、李未见其书，而他书屡引者。

如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宋翔凤《释服》、江震沧《读仪礼私记》等九种。就内容论，李

所举之书不乏精详之作，犹多偏重考据。目中除庄述祖《五经小学述》外，无一今文学家之

作，而此书正庄著中之平实有据者。李举之书，大多可于《越缦堂读书记》中得窥其观点，

所举类多亲阅，言有根据，论无虚发。其甄采标准与戴远而与王相近。唯《说文》《尔雅》

之著十有馀种，似可不必。李覆书在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八月，距《续经解》刊成之日

仅十个月，时《续经解》之刊刻已过其半，王即欲依之变更，亦涉于书稿、时间而无大改之

可能。《续经解》依人之先后排列，陈澧书之刊入及宋世荦、戴望书之删弃，或从李议，因

三人年代较后；桂馥、庄述祖皆乾隆时人，当列二百三十九卷以前，其增删则未必缘李说。

由李覆书考之，《续经解》原拟收书二百一十有六，删桂、宋、戴三书，增张、庄、陈三书，

仍当如原数。今只二百九种，另有七种为何书，因何删弃，有待考证。 

（二）版本 

刻版印书工本高，印数少，且当时流通不便，往往同时学者，相慕已久而不能得读其书。

是以阮刻《经解》之意，一恐手稿或单刊著作散佚湮没；二俾著作流通士林，互相切磋。王

刻《续经解》厥意亦同。爰就隘见所及，论其所收书之版本情况。 

《清经解》百九十一种，其中《四库》已收者四十种，其他大小丛书所收者近百十种。

康熙、乾隆间有刻本者四十馀种，若计当时刻入丛书者则近六十种。今各大图书馆藏有稿本

者二十种，藏有钞本者二十一种。其中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旧钞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

若以道光六年（一八二六）为界，则齐召南《注疏考证》、李惇《群经识小》、赵坦《春秋异

文笺》《宝甓斋札记》、方观旭《论语偶记》、刘玉麐《甓斋遗稿》、臧庸《拜经文集》、崔应

榴《吾亦庐稿》，以及段玉裁《仪礼汉读考》、汪中《经义知新记》、张敦仁《抚本礼记郑注

考异》、王崧《说纬》等，皆当时未有传本，即有刻本，亦鲜为人知。今臧、崔二书尚有稿

本或钞本流传，《仪礼汉读考》以下数种，道光后有刻本，他则唯赖《清经解》以存。 

《续经解》二百九种，其中《四库》已收者十九种，其他大小丛书所收者近百种。康熙、

乾隆间有刻本者二十种，若计当时刻入丛书者则二十四种。大多为嘉道以下，咸丰、同、光

间刻本。今各大图书馆藏有稿本、钞本各十九种，台湾中央图书馆亦有与大陆相同钞本二种。
59
 《续经解》刻于光绪十二至十四年（一八八六—一八八八），当时胡匡衷《郑氏仪礼目录

校证》、王聘珍《周礼学》《仪礼学》、黄模《夏小正异义》、金鹗《乡党正义》、夏炘《学礼

管释》、朱右曾《诗地理征》、蒋仁荣《孟子音义考证》、倪文蔚《禹贡说》、林兆丰《隶经賸

义》、胡元仪《毛诗谱》（辑），以及钱坫《尔雅古义》、李锐《周易虞氏略例》、黄以周《礼

说略》、陶方琦《汉孳室文钞》等均少流传，就中林兆丰、黄以周二书，皆王氏取手稿刊行。

钱书今有钞本，《周易虞氏略例》以下三书后有刻本，《礼说略》稿本亦存世，他则近已少见

矣。又徐养原《顽石庐经说》、张成孙《说文谐声谱》、江沅《说文解字音均表》、包慎言《春

秋公羊传历譜》、王宗涑《考工记考辨》、陈寿熊《读易汉学私记》、林颐山《经述》等皆据

稿本刊刻，其稿本或钞本今尚存世。《续提要》谓编中除张成孙、柳兴恩之作及成蓉镜《尚

书历譜》《春秋日南至谱》《禹贡班义述》三书以稿本雕木外，馀者寥寥无几， 
60
 殆非事实。 

凡上所述，足见正续《清经解》非徒汇刻众书，抑亦搜采秘本、稿本公之于世。时推世

移，稿本、钞本存者寥寥，即或存者亦皆列为善本，难得一睹，是以《经解》之价值亦日见

其高。 

《经解》所收著作之卷次多与传世刻本、稿本或书目著录相异，究其原因有四：一、为

符《经解》宗旨，多刺取文集、笔记中之有价值且关涉经义者，故卷帙少于原书。如《潜研

堂文集》七十馀卷，《清经解》仅收六卷。二、刊刻时任意删节。如《大戴礼记补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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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严删叙录一卷，因标十三卷。三、传本不同。如《清经解》收《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

九卷，平津馆本作三十卷，实则《清经解》本卷一、卷十二、卷二十五、卷二十七、卷三十

均分上下，卷二、卷三均分上中下，故两本相差九卷。四、合刻与分刻之异。如《续经解》

收《过庭录》五卷，咸丰浮谿精舍本作十六卷，十六卷本包括《周易考异》《尚书略说》等，

《续经解》分刻之，并删去其中无关经义者，故剩五卷。统计《经解》与他本卷次不同者，

《清经解》近五十种，《续经解》三十种，大多由删节或抽印所致。 

四  正续《清经解》之校勘 

自向、歆以还，校勘一途，素为人所重。后周、宋初刊刻诸经，皆选饱学之士任事；即

宋人诗文及学术著作之校勘，亦多由门人子弟司责。正续《清经解》之校勘工作，承此传统，

率由书院中肄业生员及当时举人、进士等兼任。即此一举，兼有两得：一是所刻之经解著作

由素具学术涵养之专业人员校对，学术差错率较一般人相对要少；一是司其责者，不啻日与

作者对晤，日进日新，越益提高自身学术涵养，循其发展轨迹，足以显之。 

《清经解》之校勘，大多为一人一卷，兹将各人所校卷数依次列表于下： 

姓名 所校卷数 姓名 所校卷数 

樊封 300 杨懋建 137 

张嘉洪 225 温心源 67 

李恒春 204 邱翀 56 

叶辁 195 姚礼 16 

秦培璠 167 谭莹 15 

 

偶有其书一卷分上下抑上中下者，或由二人、三人分任。此二、三人是分校抑先后覆校，

今不明，故不计。
61
兹十人中，当时除秦为举人，他则多为生员，其中数人，日后甚有成就。

汉军生员樊封，字昆吾，正白旗人，后中同治九年副榜，光绪元年掌学海堂，著作甚丰，其

关涉经学者有《论语注商》《大学集解》《读孟稽疑》等。嘉应生员杨懋建，后中道光十一年

举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道光年间为连州南轩书院山长，著有《禹贡新图说》。南海生员谭

莹，以所作《蒲涧修禊序》与《岭南荔枝词》为阮元所激赏，平生以辞赋鸣，道光十一年优

贡，十八年为学海堂学长，二十四年中举，官至内阁中书，伍崇曜刻《岭南遗书》《粤雅堂

丛书》，莹始终任校勘。 

阮刻《经解》虽由肄业生员司校对，然绝大多数为各人一卷一次校毕，故仍不免有差错，

此自《经解》流通以后即为学界所指出。李祖望日读其书，多取原书校正，欲作校勘记而未

成。
62
 徐时栋谓毛氏《春秋传》首卷少刻一页，

63
点石斋石印本后附《正讹记》一卷，近二、

三千条，犹或有与李、徐间出者。而卷千一百七十二之《拜经日记》亦脱去一整页，虽系刻

工率意，而校者亦竟未勘正。然观其卷帙浩繁，成于众手，并于数年不长之期，以传统雕版

方式，刊刻洋洋千六、七百万字之大著作，虽有舛讹脱漏，亦可原谅。 

由于士林对原刻本校勘时有微词，故劳崇光咸丰庚申补刊时，约请曾参与道光本之校勘

者樊封，以及桂文灿、桂文炽、桂文烜、周震泰、潘继李、赵齐婴、陈起荣、黎永椿、周伯

奇、崔傅良、冯佐勋、高学耀、高学瀛、陈韶、刘淇、邓翔、陈良玉等二十馀人将大多数版

片重新校勘一过 。
64
新校诸人中，桂文灿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吏治卓著，著作等身。南海

周伯奇精研天文历算舆地之学，所著经学及天算著作甚多，咸丰七年掌学海堂。番禺高学瀛，

同治二年成进士，同治年间曾任三水行台书院山长。高学耀曾肄业学海堂，专攻《礼记》，

后于光绪八年掌学海堂。
65
黎永椿同治十三年为陈昌治刊一篆一行本《说文》任校勘，并自

编《说文通检》十六卷附焉，为陈澧所赏。澧弟子赵齐婴则亦颖锐勤笃之士，尝著《汉书西

域传图考》。 
66
道光原本经兵燹而缺失，赖由劳氏主持补刊、重校，故咸丰补刊本较道光本

原刻更善。 

鉴于阮刻《经解》校勘之经验，王氏刊刻《续经解》，于此一事，谋之更密，每卷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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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初、覆校而成，且“校雠者多性坚忍任事”。兹将各人初校、覆校卷数列表如下： 

 

姓名 初校卷数 覆校卷数 姓名 初校卷数 覆校卷数 

毕长庆 18 23 吴大彬 45 20 

陈庆年 1 50 吴宗宾 74 117 

陈汝恭 76 2 姚永概 67 82 

陈兆熊 6 2 叶维幹 194 17 

冯铭 62 16 张祥龄 23 10 

郜文元 6 16 章际治 1 1 

管礼昌 22 20 赵椿年 1 1 

何锡铧 33 3 曹俨 1  

蒋廷黻 56 39 孔广謇 5  

李文楷 2 29 雷浚 18  

刘  铎 81 165 林颐山 10  

刘钜 28 176 唐文治 1  

刘峻 14 11 陶濬宣 2  

刘毓家 13 10 吴光尧 38  

彭清龢 15 6 丁国钧  20 

沙从心 2 4 范本礼  166 

邵顺颖 189 8 费念慈  18 

孙瑛镇 6 6 顾光昌  11 

汪家鳌 8 31 梁恩沛  15 

汪之昌 37 43 潘介祉  6 

王宾 192 80 邵元晋  20 

王启原 2 4 孙同康  17 

王先慎 74 159    

就所校卷数可知，总编辑王先慎，监刻叶维幹、王宾，既为统筹者，又为主要校勘者。

就各人著作而论，林颐山之《经述》已收入《续经解》，王先慎著有《韩非子集解》，汪之昌

著有《青学斋集》等多种，丁国钧著有《晋书校文》《补晋书艺文志》等，雷浚著有《说文

引经例辨》《说文外篇》《韵府钩沈》多种，范本礼著有《吴疆域图说》《河源异同辨》等，

陶濬宣辑有《月令章句》《周书时训》等多种，潘介祉著有《藕花香榭吟草》。以上著作或著

于《续经解》刊刻之前，或则刻于其后。然此均足见《续经解》之校勘皆由学有专长之学者

司任。其他除叶维幹、王宾等人外，多当时在南菁书院肄业之学生，其中唐文治、陈庆年、

孙同康、赵椿年、章际治数人最相得，谭经角艺，遥吟高唱。
67
深为王先谦、黄以周所赏。

后陈庆年创传经堂，唐文治办无锡国专，各有著作传人。章际治乃光绪八年举人，二十四年

进士，官编修，后曾任南菁高等学堂监督。孙同康在书院时，从黄以周习礼治经，服膺许、

郑，故字师郑，号郑斋，后改名雄，以骈文名世。 

上所举述正续《清经解》校勘者之著作，旨在证明校勘者之学识水平，而显示其校勘之

专业质量。至所举述生员日后所成就者，虽系于各自稟賦、勤奋诸因素，要亦与曾参预《经

解》校勘，习染先贤著作精华一事不无关系。 

 

五  《正续清经解》之流传与改变 

（一）各种缩印本述略 

    《清经解》，学海堂本线装三百四十五册（另一种订为二百六十册），咸丰补刊本三百六

十册（另有订为三百四十册、三百二十册者），庚午续刊本三百六十二册；《续经解》，南菁

书院本三百四十册（亦有订为三百二十册、三百六十册者）。虽家置一部，清儒经说大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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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正续编计七百馀册，放置、携带均极不便。晚清石印之法肇兴，遂有各种石印本行世：
 68

一、点石斋本《皇清经解》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三月由申报馆申昌书画室发行。

据学海堂本石印，并补以咸丰补刊本冯氏著作。将阮刻九页拼缩成一页，分上中下三栏，栏

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一书一卷，原一百九十种一千四百馀卷并为一百九十卷，装成二十

四册。卷首有石印卷次与原刻卷次对照目录。复取咸丰补刊本及某些单刊本与阮刻校勘，录

其正讹，汇成《正讹记》一卷，附于书后。是本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曾重印，流传最广。 

二、上海书局本《皇清经解》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印行。首有光绪十四年朱镜清

《皇清经解石印直行足本序》一首， 
69
 谓三截本（按指点石斋本）起迄不明，乃依原刻行

款逐一迻正，一律直行。半页二十八行，行五十九字。又谓严杰任意删减，因取单行本原书

补足。是本又曰“直行足本”。六十四册，书口有“丁亥石印”字样。 

三、船山书局本《皇清经解依经分订》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 O）印行。是本虽系石

印缩本，然已改编阮刻，依经为类，分订成：《易》一百四十卷，《书》一百五十九卷，《诗》

一百二十卷，《周礼》五十三卷，《仪礼》四十七卷，《大戴礼》二十六卷，《礼记》十四卷，

《春秋》一百十卷，《左传》附《国语》九十七卷，《公羊传》二十八卷，《穀梁传》六卷，

《论语》四十四卷，《孝经》三卷，《尔雅》五十四卷，《孟子》四十九卷，群籍各种百二十

卷，计十六类一千零七十卷。此本一变原本序次，故亦可拦入改编本例，下列袖海山房本《皇

清经解分经汇纂》及鸿宝斋本《皇清经解分经汇编》二种同此， 

四、鸿宝斋本《皇清经解》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印行。与点石斋本相仿，唯后附

陶治元《皇清经解缩版编目》，共二十六册。《编目》依经分类，最后集天文、地理、宫室、

服饰等为“群经分部”。 

五、古香阁本《皇清经解》  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印行。与上海书局本全同，唯版

页上易以“上海古香阁”之名。 

六、袖海山房本《皇清经解分经汇纂》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印行。是本每卷卷

首有“皇清经解依经叙纂”，下署“学海堂，庚申补刊”字样。内封之字均为俞樾署签。书

口下方正面有分类标目，反面有“袖海山房校印”数字。计三十二册，分类及卷次一依船山

书局本。书首沈祖荣识语谓船山主人“将阮公原刻再依经分订，以十三经为之⋯⋯沪上袖海

山房石印局主人亦邃于经者，见而偁善，即将原书裁之帙，亟付本局石印”。 

七、鸿宝斋本《皇清经解分经汇编》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印行。每卷卷首有

“皇清经解分经合纂”，各经内封之字均为仪征方镐署签，如“皇清易经解”“皇清诗经解”

等等。款式装订与袖海本同，首有“浙东孙廷翰”识语，知亦以船山书局本为底本翻印者。

体例以经为别，如《易》标十九卷，前十四卷为十四种著作，卷十五为“易义别录”，卷十

六至十八为“群经汇编”，卷十九为“杂录”。以十四种著作之卷数和别录、群经汇编、杂录

之卷数相加，共一百四十卷，与船山书局本《易》卷数正同。其后依次为：《书》十八卷，

《诗》十五卷，《周礼》十九卷，《仪礼》八卷，《大戴礼》七卷，《礼记》十二卷，《春秋》

十二卷，《左传》附《国语》二十二卷，《公羊》七卷，《穀梁》四卷，《论语》八卷，《孝经》

三卷，《尔雅》八卷，《孟子》十一卷，最后为“群籍各种”四十卷。计二百一十三卷。 

八、蜚英馆《皇清经解续编》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印行。首有“皇清经解续编

石印缩本序”一首，次例言八则，次王序及奏折，然后为原刻与石印对照之目录。凡卷帙繁

重之书，一卷之中复分上、中、下或上、下。分上、中、下三栏，栏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

订成三十二册。 

九、《皇清经解正续合编》本   是本为上海图书馆所藏，无出版年月及印行者，亦无序

跋、题识、凡例。首有手钞“皇清经解正续合编总目”。分四十四部，称三百九十九种，订

成四十六册。谛审之，乃拼合而成。凡正编皆“袖海山房”本，续编乃蜚英馆石印本。其正

编各经之“群经汇编”移于书末，凡非专论一经之书，分入“群经汇编”，书名徒存总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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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系拼凑之本，故一页正反为两种著作者，或缀于前书之后，或冠于后书之前，颠倒错舛，

莫此为甚，乃至有脱漏半部者。推其拼合者，不出袖海山房、蜚英馆两家，年代必在光绪十

九年（一八九三）之后。 

（二）改编本述略 

萧山沈豫曾受业于阮元，于阮元编纂经解原委知之颇悉，《清经解》印行后，思变其例

以合阮氏本意。其《皇清经解提要·凌进士〈礼经释例〉》云：“豫暇日辑《皇清仪礼经解萃

精》，以吴廷华司马《章句》
70
 挨次编录，汇集十有馀家。搜索剩义，汉代诸儒未发之秘殆

尽矣⋯⋯豫于凌氏《释例》总目统书《经解外编》，而精审者亦间摘一二，惜乎文繁而多所

割爱也。”
71
据此，知沈氏已着手改编阮刻，然是书向无刻本，唯清华大学图书馆有沈氏《皇

清经解辑说》不分卷稿本，略可揣其改编意图。稿本共十一册，前两册已誊清，后九册尚有

红笔涂乙。约五十馀万字。题分“皇清四书经解辑说”、“皇清两论经解辑说”、“皇清孟子经

解汇纂”、“皇清周礼经解汇纂”、“皇清仪礼经解汇纂”、“皇清经解萃精”等。将原著散入各

类，重新编排，每段后用小字标明原书书名。以戴震之《记冕服》《记皮弁服》及严杰《经

义丛钞》等收入萃精部分。不见《经解外编》之目。据沈豫《皇清经解提要》总目识语云“其

馀各集虽散见于豫所辑《易经》《仪礼》《周礼》《诗经》《大》《中》《论》《孟》各解中而要

无专论。频年心力衰耗，揣难卒业，即将著录者付之剞劂，馀则阙焉。存其目以志完善”， 
72
 

则知此系未完之稿，而清华所藏无“诗经经解汇纂”，是亦非全帙。 

豫既分类辑录阮刻《经解》，又著《皇清经解提要》二卷，《续编》一卷，另有《皇清经

解渊源录》一卷，《外编》一卷，俨然以阮氏传人自居，而实囿于精力、才力，不能符其实。

《提要》逞臆而谈，全无程式，详略不一，随心所欲。《渊源录》亦多舛讹，耿文光谓“此

录所纪有非著经解之人，著经解者又多遗漏。其所谓师，又皆就各家所著书中忆想，非录自

状志碑传，未可悉据，宜取《国朝汉学师承记》互证之”， 
73
深中肯綮。而平步青更全面评

论其二书云：“《皇清经解渊源录》《经解提要》二种，仅止数叶，似未成书。《渊源录》颇

不满于江氏《尚书集注音疏》，程氏《通艺录》尤致诋諆。二书具在，小旉似未深究艮庭、

易畴堂奥也。《渊源外编》列书十二种，直录《简明目录》语，鲜一字发明，殆钞撮将为论

述张本，门人不知，误入之以为著述之一种。若以《周官禄田考》为齐侍郎作，盖沿《经解

总目》之误。然《提要》中所采书后一段，即冠云原本，况篇末明有‘彤又云’三字，又版

心刻‘沈征君周官禄田考’八字也。”又云：“每卷尾署弟子某校，而全书夺文讹字，复出失

删，不可胜校，就予所知，乙之苦不能尽也。”
74
 所摘各事，皆沈氏所失，唯谓《外编》钞

撮《简明目录》为论述张本而系门人误入者，殆又不然。沈氏作于《提要》总目识语（道光

十七年）前之《渊源录题辞》（道光十五年）云：“《外编》则亦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缮写摘记，寥寥短简，悚惭单薄，椎轮积水，竚俟踵增。”是其编入时固自表其钞撮成编，

非门人误入者。总而言之，沈氏用意甚善，而此“椎轮”，实大有待后人“踵增”。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冯登府弟子徐时栋以为“经解非丛书比也，分别部居，自

当从经”，指责《经解》“不依《通志堂》之分类而以时代为先后”，是“序次之未当也”。 复

谓“序次未当，则可更定，因以己意，别为编类”。将道光本《经解》依经为类，计分《易》

类十五种一百四十四卷，《书》类十二种一百八十五卷，《诗》类十种一百十五卷（由《经义

丛钞》分出一种），《周礼》类十四种六十四卷，《仪礼》类十种八十五卷（由《丛钞》分出

一种），《礼记》类五种七十四卷，《大戴礼记》五种二十六卷（由《丛钞》分出一种），《三

礼》类四种十九卷，《春秋》类二十五种二百二十三卷（由《丛钞》分出一种），《孝经》类

二种五卷，《论语》类七种三十四卷，《孟子》类三种六十一卷，《四书》类七种四十八卷，

《尔雅》类三种四十八卷，群经类十五种一百二十五卷，笔记类十九种三十八卷（由《丛钞》

分出一种），文集类十八种四十七卷（由《丛钞》分出二种），小学训诂类六种三十四种，小

学字书类三种三十五卷，小学韵书类四种十九卷，天文算法类三种二十四卷。总二十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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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百九十种（道光原刻本一百八十三种，徐从《经义丛钞》分出七种），一千四百五十三

卷（道光原刻本一千四百卷，兹并其未计之子卷、附录卷计之，得多五十三卷）。类分之后，

命工重装，并各系以赞，遂为第一部分类汇编之《皇清经解》。第以徐氏仅据原书分散类编，

非若书商重新刊刻或影印，故亦仅此一部，今亦不知其尚在天壤间否？其分类方法及卷次虽

与光绪间书坊所印行者异，而实开分类汇编《经解》之先河。 

清末俞樾亦曾有“略仿阮文达《经郛》之意，依经编次，集成一书”之志，终以“精力

衰颓”而“未能卒业”。 
75
  

光绪初，抉经心室主人搜采清儒说经之书百四十一家二百八十七种，依阮元《大清经解》

意图，成《皇朝五经汇解》二百七十卷。计《易》四十卷，《书》五十二卷，《诗》七十六卷，

《春秋》五十三卷，《礼记》四十九卷，共约一千万言。每经首列细目，次经正文，次汇解。

汇解以经文一句或一词为标目，各家之说依时代先后罗列于下。各说之间用○相隔，以清眉

目。末附旧题江藩《经解入门》，为研经者之助。《汇解》始辑之时，王氏《续经解》尚未辑

刻。其所引之书百三十种与《清经解》相同，三十六种与《续经解》相合，其他百馀种中以

说经之单篇为多，
76
故此书可谓《清经解》之补充改编本。至其所收孙希旦之《礼记集解》、

朱彬之《礼记训纂》、范家相《三家诗拾遗》等，非唯阮刻未收，亦为王刻所遗，则其书自

有可宝处。而最值得一书者，乃在其于道光所刻《清经解》六、七十年之后，首次实现阮氏

条分件繫汇辑《大清经解》之初衷。抉经心室主人即赵贤，贤字子进，浙江钱塘人，光绪二

年（一八七六）进士。授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又改知县。贤原辑《群经汇解》，第以

卷帙过大，鸠工不易，乃先撮取五经问世。书于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由上海鸿文书局石

印行世，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上海积山书局重印，装成三十二册。因半叶二十八行，行

七十九字，细若蝇蚁，且通栏直行，行距泯灭，颇伤目力，故用心良苦，编辑虽善而流布不

广。 

（三）《皇清经解》目录索引 

阮、王所刻正续《清经解》因不用阮氏原意想中之《大清经解》体例，卷帙浩繁，部居

凌杂，颇难检寻。如欲知清儒对《尚书》“光被四表”之所有笺疏见解，须将有关三十三种

《书经》著作一一翻检，方可明了。而一时失忆某书，便少检一种，于是各种目录索引应运

而生。 

《皇清经解敬修堂编目》十六卷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刊本，吴县陶治元编。陶氏

自谓“学问之道，自治经始；治经之道，自专经始；专经之道，自标分条目始”；早年尝据

阮刻道光本“依《十三经》字句次第注其卷页，编为目录。既卒业，不遑问世也⋯⋯适客岁

沪友又有缩印学海堂袖珍全册以曩例乞为编目，元不获辞，遂与诸同志按经分辑，兼原版、

缩版而骈列之”。 
77
书以《十三经》分经编次，依次为卷一《易经》，卷二《书经》，卷三《诗

经》，卷四《周礼》，卷五《仪礼》，卷六《大戴礼记》，卷七《礼记》，卷八《春秋》，卷九《左

传》，卷十《公羊传》，卷十一《穀梁传》，卷十二《论语》，卷十三《孝经》，卷十四《尔雅》，

卷十五《孟子》，卷十六群籍分部目。每经先列专著，次将该经经句之有解者汇为“群籍汇

目”。其于专著，先标原版各卷内容，而后注明“以上缩版卷某”字样。其在“群籍汇目”

之经句下，先标道光本卷页，次标缩本卷页。此目一出，承学之儒“可依目检寻，如匙勘钥”，

其于科举，诚“指南之车”、“渡迷之筏” ，
78
故不数年而“县之国门，家置一编矣”。

79
光绪

十七年（一八九一），上海鸿宝斋又将书名改为《皇清经解缩版编目》，附于该局石印《皇清

经解》后行于世。 

《皇清经解检目》八卷《通用表》一卷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石印本，诸暨蔡启盛

编。蔡乃俞樾弟子。着手编此目时陶目尚未出，此编依江永《四书典林》之例，“不分经而

分类，以经证经，一展卷而咸在，可使学者触类贯通于治经之事，事半功倍”。 
80
卷一至卷

五依江永《典林》之部分为天文、地理、人伦、性情、身体、人事、人品、王侯、国邑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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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部，次补帝王、大夫、古贤、圣贤等七部，次补群经总部、《周易》、《尚书》等十四部，

次补小学一部，共四十八部。一部之中所标各条既非全文，亦非旧题，乃系有解之重点词句。

如“天文”下“天覆地载”“《尧典》中星漏刻”等等。每条下标卷页。《通用表》则是缩版

与原本卷页数之对照表，俾使两种版本可共一种索引。 

《式古堂目录》十九卷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孟春石印本，临海尤莹编。尤亦俞樾

弟子，此编乃莹在诂经精舍之式古堂中所编，因以名书。书依陶目体例为王刻《清经解续编》

编目。唯“《尔雅》改次《孟子》后，小学别自为卷，与敬修堂微有不同。而又《诗》《左》

两经，卷帙浩繁，分为上下，故是书较敬修堂多三卷，共十九卷”。
81
每经各句下标明卷页数，

前一行系南菁书院原本，后一行系石印缩本卷页。 

《皇清经解续编目录》十七卷  光绪廿二年（一八九六）石印本，上海蜚英馆主人请人

编辑。亦仿陶目体例编纂。 

《皇清经解横直缩本编目》十六卷  光绪十三年上海书局石印本，此系上海古香阁延请

钱塘凌忠照等人依陶目之例分类编辑，以与《皇清经解石印直行足本》相配。 

《皇清经解正续编书题索引》  一九九一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陈柾治、谢慧暹编。

分为一、叙例，二、书题笔划检字表，三、书题音序检字表，四、诸经分类表，五、姓氏笔

划检字表。将台湾复兴版、汉京版《清经解》之册次、页码注于其下。 

统观诸编，多以陶目为蓝本。其于专著多原本迻录，分经或分类者实乃为数十种经义总

类著作如《日知录》《经义杂记》《经义述闻》等而设。此等目录，论者有谓“开后人无限钞

袭法门”， 
82
似亦稍嫌偏激。盖正续《清经解》浩浩乎近三千卷，三千几百万言，即为当时

深研经学者，亦难以如数家珍，而不免挂少漏多，故按图索骥，不遗先儒珠玑之说，以免孤

陋寡闻之讥，犹不失谨严笃实之性。然返观当今学风，其解经多腾口说，逞臆见，沾沾自诩

为得，自标为新，而能一检清儒之说者亦几希，其可慨也欤！ 

叁  《正续清经解》与清代学术 

一   作   者 

《清经解》作者七十三人，补刊增一人，续刊增一人。
83
《续经解》作者一百十人，去

其重复，得百六十人，若合胡培翚门人杨大堉、郑珍之子郑知同等续纂、同纂者计，则为百

六十四人。 

此百数十人中，大率禀性颖悟，天资过人。史载齐召南、王鸣盛、刘台拱、王念孙、李

贻德幼有神童、奇童之目，王鸣盛四、五岁已识字数百，王念孙仅十岁即读毕十三经。江永

六岁可记数千言；何秋涛八岁能举天下府厅州县名，数其四境所至；俞樾九岁戏为书，自注

其下；汪远孙十岁侍祖父，受经通大义；武亿十二岁遍览九经诸子，下笔千言；戴震十六、

七岁已能尽举十三经文辞。李黼平读书绝颖，不诵而识；孙星衍幼有异禀，过目成诵。他如

杭世骏、钱大昕、段玉裁、李锐、孔广森、胡承珙、焦循、龚自珍、魏源、刘寿曾等类皆资

质超迈，英才早发，盖自髫龄已异于常人。聪慧特达者，率多机警强识，邵晋涵在四库馆时，

总裁问以谋事，答曰“在某册某叶中”，不失一字。李贻德亦尝征事云“出某书几卷几叶”，

检视无误。就中偶有少小椎鲁者，如阎若璩生而口吃，读书千遍不能熟；程瑶田天性讷钝，

读书百遍不能诵，然皆勤勉倍人。阎氏严寒夜读，漏下四更犹端坐沉思，时才十五；程氏鸡

鸣而起，燃灯达旦，数十年如一日。聪颖质鲁，禀之于天，著书立说，得之于勤。综观《经

解》作者，无不孜孜矻矻，终身不懈。唯平日心得札记，积稿盈笥；至述作遂能博观约取，

独探奥义。焦循《孟子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陈立《公羊义疏》等皆先长编而后删剪

成书；毛奇龄、王念孙、胡承珙、刘寿曾等著书自立程限，曾不稍怠；段玉裁《周礼汉读考》、

鍾文烝《穀梁补注》等稿成而复补订数十乃至数千百条。一编之成，书稿三易四易，甚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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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稿者，费时十年廿年，乃至毕生蚕茧于斯者，殊不为奇。师友父子，切磋琢磨，面诤书

驳，习以为常。世故不足撄其心，宦达不足饫其情。流风濡沫，习焉成性。兹皆补天性之钝

朴，启慧心于秀颖。即此而论，《经解》乃此百数十人勤勉奋励之结晶。 

溯作者家世生平，固多书香门第、官僚世族，家多藏书，学承祖传。吴县惠氏三世相继，

开吴派经学；嘉定钱氏一门数人，并足名家；绩溪胡氏祖孙治《礼》；武进庄氏合家研《春

秋》；至宝应刘氏三世，仪征刘氏四世，父作子述，绍继不衰，遂成《论语》《左传》之绝学。

然其中亦不乏孤独贫困、无力就学者。汪中、凌廷堪幼皆孤贫，慈母授读。凌曙十岁始就学，

年馀便辍学作佣，尝乘夜听邻里富室子弟读书，为师所斥，遂发愤自励，日佣夜读。任启运、

沈钦韩、张惠言、魏源、侯康少时皆因家贫无力买书，四处访借，手钞心识。全祖望、戴震

则一生清贫。宋翔凤嗜书不得，乃窃衣物以易，转而成怪。是皆不甘沉沦，自奋于困踬之中，

跻身于学术之林，所撰著作卓尔可传。 

考作者之仕途，穷通悬殊，达者少年高第，穷者滞老场屋。百六十馀人中，进士六十三，

举博学鸿词者三人，举人三十七，诸生五贡四十七，以布衣终者亦十有馀人。同为进士，孔

广森、何秋涛、张敦仁、阮元、俞樾等折桂于而立之前；而姜宸英、顾栋高则登第于古稀之

后。少年高第者，未必幼时颖异；少有异禀者，亦未必弱冠早达。如李贻德六上春官不售，

以举人终，江永、李锐、刘寿曾仅诸生。而举人中之刘台拱、程瑶田，诸生五贡中之胡渭、

阎若璩、惠栋、汪中、陈奂，以布衣终之臧庸，及上举段、焦、沈、江诸人之卓越识见、等

身著作，又不在李林松、方观旭等进士之下。总之，聪睿、贫富、穷通、著作，数者间无必

然联系，要在勤奋而已。 

二  著 作 述 评 

《经解》共收著作四百馀种。就人论，以一人一书或二书为主，亦有一人五书六书，乃

至十馀种者。就书论，大多一人独撰，偶有二人三人合著者。其中有父子同撰者，如《论语

正义》，刘宝楠缀编未竟，子恭冕续成之；有师生同撰者，如《仪礼正义》，胡培翚属稿未完，

门人杨大堉补成之；有朋友同撰者，如《毛诗后笺》，胡承珙纂至《泮水》，友陈奂克成其书。

兹就《经解》中经学、语言学及名物考释、天文地理、文集笔记等各类著述略作评述。 

(一) 经义著作 

《周易》著作计三十八种。清初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相继辨图书舛谬，初成条贯，

惜未穷本溯末。胡渭《易图明辨》引经据典，探其本源。张惠言赓续其书作《易图条辨》，

穷探力索，拾遗订讹，汉宋易学及与道教之关系以之明。张氏潜心易学，独宗虞氏，推阐发

挥，又有著有《周易虞氏消息》《周易虞氏义》《虞氏易礼》等多种。胡祥麟依张氏图而释之，

成《虞氏易消息图说》一卷。李锐以张氏略于虞氏义例，作《周易虞氏略例》，从而驳正其

八卦消息成六十四卦说。惠栋著《易汉学》，追考汉儒易学，勾稽孟、虞、京、郑、荀诸家

佚说。陈寿熊谓惠书规模略具，考核实疏，乃作《读〈易汉学〉私记》正之。栋又有《周易

述》，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之说，未竟而卒。弟子江藩、李林松

皆有《周易述补》。江依原书补续，不失家法；李欲驾藩而上，引征赡博，然或失惠氏宗荀

虞之本意。焦循《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三书专以旁通、时行、八卦相错解《易》，

在清儒中自成一家。 

《尚书》著作三十三种，《大传》一种，《逸周书》二种，计三十六种。《伪古文尚书》

得孔疏而独尊，宋明间吴、朱、梅诸儒曾献疑揭伪，而未及细研详辨。阎若璩博稽群籍，条

分缕析，陈其矛盾，抉其罅漏，终使伪书真相大白。其后虽有毛奇龄之《冤词》，而惠栋《古

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订疑》本阎书而相继补充，益臻完密，伪古文成于晋人之说遂成

定谳。惠弟子江声承阎、惠之意，集汉儒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撰成《尚

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宗康成之学，郑注残缺者，取马、王传疏益之，偶亦间

存孔传。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分别古今，犹重古文。江、王、段之著于乾隆间鼎足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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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成于嘉庆间，网罗放佚，博稽慎择，询后出转精之作。道光以还，

刘逢禄作《书序述闻》《尚书今古文集解》，本外王父庄存与之说，多取孔《传》蔡《传》，

与乾嘉治《书》者殊途，所谓常州今文学也。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虽有小疵，然采摭

弘富，亦有功今文。汉代欧阳、夏侯之学最盛，而后世竟失其传，陈乔枞征其佚文，成《尚

书欧阳夏侯遗说考》，吉光片羽，弥足珍贵。魏源《书古微》，亦宗伏生、欧阳、夏侯说，然

执著门户，立论太果。《逸周书》旧有孔晁注，殊为疏略；卢文弓召集诸家校订，犹未赅备。

朱右曾据王念孙、洪颐煊之书校定正文，复集诸说，申以己意，撰成《逸周书集训校释》，

洵《周书》功臣。 

《诗经》著作三十六种。康熙间陈启源著《毛诗稽古编》，训诂准《尔雅》，篇义准《小

序》，诠释经旨准毛、郑，草木虫鱼主陆疏，于宋明诸儒之说，多所掊击辨证，一开清代《诗

经》汉学之风。段玉裁著《毛诗故训传定本》，旨在复汉《诗》旧貌。李黼平本传笺之义，

纠孔疏之失，著《毛诗紬义》，所辨皆极精细，唯信《序》太过，反成瑕疵。胡承珙为申《传》

义作《毛诗后笺》，至《泮水》而终，契友陈奂续补以成。陈以毛出于荀，《传》义简赅，遂

专攻之，撰《诗毛氏传疏》，于《毛传》礼数名物，博征文献，多所阐发。谓承毛者唯郑众、

许慎，故其疏颇采《周礼》注及《说文》。奂别有《释毛诗音》、《毛诗传义类》等，诚毛公

之传人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虽曰宗毛宗郑，而亦评判毛郑，时创新解。马私淑段、

王，深明声韵训诂之旨，多用因声求义之法，释《毛诗》假字。戴震不徇传笺，撰《毛郑诗

考正》一书，凡与毛郑异同处，引经据典，唯求其是。此皆《诗》古文学也。陈乔枞绍述父

志，撰《三家诗遗说考》，用心良苦，功不可没，然不免附会。至于其《齐诗翼氏学疏证》

及迮鹤寿《齐诗翼氏学》二书，因翼氏说《诗》已邈而难征，赖二氏之功，使后人得见汉代

翼氏学之梗概焉。 

《三礼》著作六十七种，又《三礼》总义、《大戴礼》《白虎通》共二十一种，计八十八

种。三礼之学多名物典制，自来儒生讼说纷纭。清初惠士奇治礼，集考订《周礼》之文三百

八十一条为《礼说》，征引赅博，辨析有据。江永融会郑注，成《周礼疑义举要》，阐发经义，

确凿有证。王鸣盛采撷经史，折衷《周礼》，著《周礼军赋说》，以论军队、赋税、井田、采

地等。沈彤详究周制，博征注疏，成《周官禄田考》，以究官爵、公田、禄田之数。《仪礼》

之节文威仪，委曲繁重，其旁征博引，疏通证明，以胡培翚《仪礼正义》为详备；综合条贯，

以简驭繁，以凌廷堪《礼经释例》为精约；至揖让进退，不失其方，则以张惠言《仪礼图》

为明豁。江永深于《三礼》，所撰《礼记训义择言》于旧说异同处，甄别折衷，持论精核允

当。其他单篇专论，类多发明。至若祭祀：有惠栋《禘说》、胡培翚《禘祫问答》。宫庙：有

任启运《朝庙宫室考》、江永《仪礼释宫增注》。昏礼：有俞樾《士昏礼对席图》、刘寿曾《昏

礼重别论对驳议》。丧礼：有吴卓信《丧礼经传约》、吴嘉宾《丧服会通说》。官制：有胡匡

衷《仪礼释官》，此又可与《周官禄田考》相参。至总论《三礼》者，当以孔广森《礼学卮

言》、金榜《礼笺》、金鹗《求古录礼说》三书为精。有清前、中期《三礼》著作特多，智仁

不一，得失互见。迨孙诒让出，乃甄别去取，立一家之言，成不朽之作。然诸儒导夫先路之

功，曷可没哉！ 

《春秋》著作十二种，《左传》（包括《国语》）二十三种，《公羊》（包括《春秋繁露》）

十五种，《穀梁》六种，计五十六种。《春秋》以一言寓褒贬，其微言大义，幽隐难明；三《传》

翼之，数百年间大事赖以保存。然其时战乱频繁，其事巨细纷杂，颇难综理。顾栋高聚毕生

精力，区分类聚，排比为五十表，各表前后敘及论辨都百三十一篇，名《春秋大事表》。凡

天文历法，山川地理，灾祸饥馑，及礼、盟、兵、政，无所不包，非唯治经，实亦当史，视

姚彦渠《春秋会要》尤为实用。杜注《左传》，袭旧注而多乖舛，孔疏曲为辩护，清儒咸欲

申旧说而黜杜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臧寿恭《春秋左氏古义》、李贻德《春秋左传贾服

注辑述》皆辑古注之作，尤以李著为胜。顾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焦循有《春秋左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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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惠栋、马宗琏、沈钦韩各有《春秋左传补注》，皆纠谬补缺之作，而沈、焦二氏攻杜尤

为激切。自庄存与著《春秋正辞》，以《公羊》为主，后孔广森作《春秋公羊经通义》，多正

何《解》，刘逢禄沿波作《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至陈立乃搜采众

说，集成《公羊义疏》。清儒治《穀梁》者最少，唯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叙日月、礼、异

文、师说、经师等至明，陈立为之辍笔；鍾文烝撰《穀梁补注》历二十馀年，用功甚勤：是

皆必传之作。 

《论语》著作十六种，《孟子》六种，《孝经》及四书总义十三种，计三十五种。乾嘉诸

儒治《论语》者，数刘台拱《论语骈枝》最精，虽寥寥十馀条，皆深研有得之谈。后俞樾有

《续论语骈枝》，则差逊矣。刘宝楠受学台拱，撰《论语正义》，远绍旁搜，不主一家，探赜

索隐，博洽精到，为清代治《论语》之最。焦循《孟子正义》为赵注作疏，然不胶柱恪守，

于经多所阐发，乃治《孟子》压卷之作。此后孙疏虽行，其如束阁无异焉！ 

（二）语言学著作 

《尔雅》《说文》《广雅》皆羽翼经学之书，实经典之钤键。名物训诂，形体声音，一萃

于斯。清代古文经学盛行，儒者治经，蔑宋凌唐，直追两汉。一字一义，必求其证；一物一

名，必求其真。时势所致，《雅》学、《说文》学乃兴。其义依经而立，故治者亦援经以注，

而又旁及子史，兼涉声韵形体、引申假借。条理渐密，堂庑豁大，俨然已与经学分庭抗礼。

亦有虽以经名书，其内容则纯关形音义者，若《周礼汉读考》《论语鲁读考》之类，兹并略

述如下。 

声音明而后训诂明。古音之学，自宋吴棫发之，明杨慎、陈第等逐流扬波，至清乃蓄而

成渊。顾炎武《音学五书》，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启有清一代古音之学。段氏《六

书音均表》分为六类十七部，使《说文》9353 字之形音义各有所繫，主张异平同入，首创

合韵之说。其弟子江沅有《说文解字音韵表》，分部一依段表，间有私意，夹注于下，于《说

文注》之疏漏，亦多补正。孔广森《诗声类》分阳声九部、阴声九部，谓各各相配而得对转。

严可均作《说文声类》，主阳声八类、阴声八类。张惠言撰《说文谐声谱》未竟，子成孙赓

续成书，分为二十部，崇信合韵之说。苗夔病顾氏十部太密，乃著《说文声读表》，分古韵

为七部，虽少为古音学家所道，然苗氏尚作《歌麻古韵考》，其论亦不无参考价值。 

训诂明而后经义明。《说文》、《雅》学乃故训渊薮，是以清儒治之颇勤。朱筠尝以“经

训久荒，雅疏尤陋”勉邵晋涵作一新疏。邵本博闻强识之人，由是覃思精研，博稽详考，采

摭经典及秦汉子书以撰《尔雅正义》，于郭注邢疏，辩其疏舛，补其未备。邵氏以史才见长，

于声音稍疏，故郝懿行继而作《尔雅义疏》，能不限形体，因声求义；穷委究源，博征群书；

对时贤塙说、方言俚语，多所捃摭；于花鸟草木、兽畜虫鱼，尤重目验：故其书不乏精彩之

说。段玉裁谓《说文》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是为形书。其中

尤以形为主，依形以说本义，本义明而后假借有所权衡。遂广为采，先创为《说文解字读》

长编，而后予以披炼断制，约为《说文解字注》，于文字之本义借义，一一疏通证明；于徐

本之脱漏失次，每每考补调整。王念孙以戴震疏证《方言》，邵、郝疏证《尔雅》，段氏又注

《说文》，遂自董理《广雅》。博考证其失，参酌明其非，谓训诂之旨本于声音，乃就古音以

求古义，引申触类，囊括经史诸子，旁及苍雅故训，以成《广雅》之绝学。 

经传异文，乃古代经师家法、篆隶书体、刻版钞本、方言方音等不同所致，其于文献语

言学之价值，绝不可低估。段玉裁摘录《周礼》经文注文，为疏解辨证，作《周礼汉读考》；

又本此旨作《仪礼汉读考》，俞樾著《礼记郑读考》：是为《三礼》之汉读。郑注《周礼》《仪

礼》有古作某、今作某，示郑于今古文二本之取舍，故胡承珙作《仪礼古今文疏义》，徐养

原撰《仪礼今古文异同疏证》《周官故书考》。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罗列各本异同，考

定是非。后李富孙撰《七经异文释》，
84
 赵坦撰《春秋异文笺》，冯登府撰《石经考异》《三

家诗异文疏证》，陈乔枞撰《诗经四家异文考》，俞樾撰《礼记异文笺》。凡此虽系考辨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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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异同之作，然其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分析辩证，故亦未尝不可作语言学著

作观。 

（三）名物考释著作 

读《诗》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研《礼》乃知等级舆服器物之制。《尔雅》《说文》《广

雅》诸书，荟萃故训，尤多名物。若昧于斯道，则解经只腾口说而已。统释一经，固不能遁

避名物，乃有用心于斯，专以名物为释者。如毛奇龄《续诗传鸟名》、俞樾《诗名物证古》，

皆因朱熹《诗集传》略于名物而作。江永《深衣考误》、任大椿《释缯》《弁服释例》《深衣

释例》、宋绵初《释服》，刘宝楠《释谷》，俞樾《玉佩考》等皆专释一物。阮元《考工记车

制图解》、钱坫《车制考》、郑珍《轮舆私笺》专考《周礼·考工记》中车之形制。戴震《考

工记图》，将其中名物依训作图，纪昀目为奇书。王宗涑《考工记考辨》，先列郑玄、阮元等

注解，复下己意为之辨。至程瑶田毕生浸涵于斯，所作《通艺录》四十五卷，中关《考工记》

器物、声律、九谷、草虫之类，大率征引赡博，断制精到，洵称佳作。 

（四）天文地理著作 

古文经学训名诂物，唯求真求是为务；今文经学微言大义，以经世致用为急。训名诂物，

则星辰之行，日月之变，正朔之制，舆地之形，皆囊括份内。盛百二以泰西算学、馀日置闰

之法推《尧典》《舜典》《洪范》之天象，成《尚书释天》。孔广牧《礼记天算释》疏释《礼

记》所涉天文历法之文，所论凡十九篇，创获良多。晋杜预治《左传》，所作长历，时有疏

谬。陈厚耀《春秋长历》分历证、古历、历编、历存四端，补缺正讹，实匡助《春秋》之作。

罗士琳以古天算之学为阮激赏，所著《春秋朔闰异同》据古六历及三统，推演《春秋》朔闰，

考核精密。包慎言《春秋公羊传历譜》列闰馀、月朔、天正、冬至等项，用殷历排表谱，亦

足备省览。致以《尚书》为中心，亦时见佳作。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采摭广博，考证精

凿，宜其说为《书经传说汇纂》所采。胡渭《禹贡锥指》鸠集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于《禹

贡》之九州分域、山川脉络及其迁徙分合，详为辩证，廓清宋元以来旧说，为《禹贡》专著

之冠。虽徐文靖《会笺》索斑摘瑕，丁晏《禹贡锥指正误》匡所不逮，要不能掩其瑜也。他

如程瑶田《禹贡三江考》、何秋涛《禹贡郑注略例》、陈澧《禹贡图》等，或申郑说，或宗班

义，或下私见，类皆有裨经学。朱右曾《诗地理征》沿王应麟之例，遇王著无案者断以己意，

于旧著未安者加以辩正。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考订旧说，指明今地，远较高士奇之书为精。

沈钦韩素以博闻强记著称，曾注《三国志》地理及《水经注》，于古今郡县沿革废置及山川

河流，皆了如指掌，乃就诸说争议之中，抉择辩解，成《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所论益臻

精核。阎若璩《四书释地》博稽旁参，羽翼经说；宋翔凤《四书释地辨证》匡订阎说，无愧

诤友。 

（五）文集笔记 

《经解》有文集十馀家，笔记数十种。其中以释经之字、词、句，及《说文》《雅》学

之字者最夥；亦有关乎汉代经师家法、六朝经学流派、唐《五经正义》得失之概论；他如群

经义例、经学术语、经书述评、版本沿革、经注校勘辑佚等等，均有专门阐发；除此而外，

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古音韵例、异文异读、音律、地理、名物、方言、名字、谥法各项，

无不悉心勾稽，细辨缕陈；至其所收经籍序跋、学术书函，非唯显其师友渊源，抑亦可见作

者学术观点，因而足觇有清一代学术风貌。 

以上仅就《经解》之经义、语言、名物、天文历算、山川地理、文集笔记等作一概述，

虽曰提要钩玄，实则管窥锥指。《经解》乃有清一代学人智慧之总汇，宏深博奥，溉泽后此

之学界沛焉无穷。今某些学科之研究，资料之搜寻，多取挹于此。唯千虑之失，智者不免。

当时立论，或蔽于自见，或囿于门户，或求深而反乖，或好异而适谬。或穷搜典坟，失诸眉

睫；或笃信版本，因讹转晦。况乃时移世易，学术转精，清末甲骨出土，民国以还考古肇兴，

学人以甲金文证《说文》，则段许之失乃显；依金文编年证古历，则顾陈之疏立见。戟戈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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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出椁，繁琐考证顿成馀羡；帛《易》简《诗》面世，汉代家法重须斟酌。时势使然，固不

能因噎而废食；大醇小疵，曷没夫先导之丕绩。其是非得失，珠玉砾石，在乎好学深思者不

崇古而曲徇，不厚今而自蔽，披沙拣金，博览慎取而已。 

                                                        
 
1 《通志堂经解》收书种数，各书记载多有出入，据同治十二年刊本张兆栋序谓“宋人之书八十一种，元

人之书四十八种”，白瑞麟序谓“其书凡一百四十四种，一千七百九十二卷”，宋人元人之分不甚明确，如

金履祥、熊朋来或题宋，或题元。今据同治本目录统计，为百三十九种；另康熙本有《春秋年表》与《春

秋经解》二种为同治本所无，则为百四十一种。 
2
 张金吾勤访古籍，笃志储藏，先后得八万馀卷，编有《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十卷。尝以《通志堂经解》

于宋元诸家经说放佚尚多，遂出家藏秘帙，复传抄文澜阁中羽翼经传之著，得八十馀种，编制体例一仿《通

志堂经解》，写定《诒经堂续经解》千四百三十六卷。计《易》类十九种，其中宋人十三种，元人六种；《书》

类十一种，其中宋人五种，元人五种，明人一种；《诗》类十种，其中宋人四种，元人六种；《周礼》类六

种，其中宋人四种，元人一种，清人一种；《礼记》类四种，其中宋人一种，元人一种，清人二种；《仪礼》

类四种，其中宋人三种，清人一种；《春秋三传》类十六种，其中唐人二种，宋人八种，元人六种；《四书》

类九种，其中宋人五种，元人三种，金人一种；《孝经》类收明人一种；总说类六种，其中宋人三种，金人

一种，二种不明作者。总计所收宋元人著作达七十四种之多。惜未能付梓刊行。民国初，是书稿本为上海

商务印书馆所得，庋藏涵芬楼中。观张金吾所搜之书，亦确有秘本，如宋郑宗颜《周礼讲义》一卷，今各

丛书均未收，单刻本亦不见；元王元杰《春秋谳义》足本十二卷，《四库全书》所收乃九卷不全本。淞沪事

起，战火频仍，涵芬一炬，群书灰烬。查张元济《烬馀录》无此书，殆已毁于战火。 
3 严杰所编《经义丛钞》之作者和著作不计在内。具体作者及著作数详后所统计。 
4
丁晏《尚书馀论》一卷，陈奂《公羊逸礼考征》一卷，沈涛《论语孔注辨伪》二卷计三种为王氏《续经解》

收入。 
5
 《传雅堂文集》卷一。 
6
 《揅经室续集》卷三，国学基本丛书本。 
7
 此书以平水韵分，为一百零六卷，其中某些韵因字多而分为上、下者有十卷，故为一百十六卷。阮元《西

湖诂经精舍记》谓“成《经籍纂诂》百八卷”，不知何故。 
8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六《臧拜经别传》谓“〔嘉庆〕五年，元巡抚浙江，新辟诂经精舍于西湖，复延拜

经至精舍补订《纂诂》，校勘《注疏》”，然《经籍纂诂补遗》“姓氏”中总纂为萧山徐鲲，无臧氏之名，疑

当时其主要精力在校勘《注疏》。 
9
 见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所附阮福附记。 
10
 详见《左海文集》卷一，《清经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三。 

11
 包世臣《国子监生凌君墓表》谓“及入都，为云贵总督仪征阮芸台校辑《经郛》，尽见魏晋来诸家《春秋》

说”，是其或分辑《经郛》中之《春秋》类。见《续碑传集》卷七十四，上海书店 1988 年版。 
12
 参《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四，嘉庆十五、十六年条下。 

13
 颂南即庆镛，道光二年进士，疏劾近贵，以直声闻天下。而经术湛深，著有《籀经堂经说》《籀经堂类稿》，

故阮有延请之意。 
14
 阮自序云六卷，今《续经解》作十卷，盖以卷分上下故。 

15
 光绪中有黄朝桂《诗书古训补遗》十卷，“乃略于阮公未经引用各种古书，再加汇辑，集成此编”，所补

虽有别择未精之处，要亦可知《经郛》丛稿搜罗未备，艰于补遗，所以当时不便即付梓人也。 
16
 《揅经室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17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汇编类》，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二年版，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版将《皇

清经解提要》编入“群经总义类”，两种版本编排有所不同。 
18
 《思适斋书跋》卷一，王欣夫学礼斋刊本。 

19
 《揅经室再续集》卷三，道光刊本。 

20
  参《女婿张熙女安合葬墓碣》，《揅经室二集》，四部丛刊本。 

21
 《揅经室续集》卷六，国学基本丛书本。 

22
 平步青《霞外攈屑》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23
见道光本《皇清经解》前严氏识语。 

24
 容肇祖《學海堂考》謂《清經解》“經始于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嶺南學報》三卷四期，一九三四年

六月），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记道光四年九月阮始于粤秀山山半建学海堂，至十二月方建成，故《经

解》之刻似非“经始于道光四年”，容记似误。 
25
 参《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及《清经解》前衔名。 

26
 《学海堂志》，修本堂丛书本。 

27
 此据庚申补刊本前捐资数统计。陈澧《学海堂续志》云劳氏捐银七百两，计诸官绅捐资共银七千两。 

28
 《南海罗格孔氏家谱》载孔广镛《总校〈皇清经解〉私识》云：“经始于咸丰辛酉，告成于同治壬戌。”

考陈澧《自记》，事在咸丰庚申（一八六O）闰三月，今补刊本书口亦题“庚申”，则怀民或误记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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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福泰《〈尚书札记〉序》，载庚午续刊本原书前。许又有《六观楼文集拾遗》一卷，亦于同治庚午在粤

东刊之。盖当时李在任上为许氏刊书，固不止《札记》一种，第以“粤中向有《皇清经解》”，故“附诸《经

解》之后”。 
30 《烟屿楼文集》卷三十六《分类重编学海堂经解赞二十一首并序》，光绪元年 
31 徐珂《清稗类钞·经术类·张文襄论通经之法》，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 
32
 《青学斋集》卷十二，民国二十六年家刻本。 

33
 《揅经室再续集》卷一，道光刊本。 

34
 《揅经室续集》卷一，国学基本丛书本。 

35
 《经学博采录》卷四，辛巳丛编本。 

36
《锲不舍斋文集》卷三，李氏半亩园刊本。 

37
 《锲不舍斋文集》卷三，李氏半亩园刊本。 

38
 见光绪丙戌春行素艸堂本《经学丛书初编》前之序。 

39
 《春在堂随笔》卷三，笔记小说大观本。俞氏原称九十四种，实则九十一种。 

40  见光绪丙戌春行素艸堂本《经学丛书初编》前之序。 
41
 《王先谦自定年谱》卷中“光绪十一年”，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葵园四种》本。 

42
 《青学斋集》卷十二，民国二十六年家刻本。 

43
 《虚受堂诗存》有《寄赠叶维幹槐生》诗云：“刊经实助我，朱墨纷点勘。采访遍故家，经营少遗憾。”

即缘此事而发。 
44
 参《江阴县志》卷三十“军事”附“日军暴行”下所载。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版。 

45 张澍《养素堂集》卷十四《上阮芸台制府师书》“又谕澍购买《皇清经解》，以广见闻。澍于客岁向卢厚

山同年丐得全部，披阅数四，沾溉良多。” 
46
 见夏修恕《皇清经解序》，载学海堂本总目之前。 

47
 见严氏道光九年九月九日《皇清经解》刊成时之识语，在学海堂本总目之后。 

48
 《锲不舍斋文集》卷三，李氏半亩园刊本。 

49
 载《皇清经解》咸丰补刊本前。 

50
 见严氏道光九年九月九日《皇清经解》刊成时之识语，在学海堂本总目之后。 

51
 《经学博采录》卷四，辛巳丛编本。 

52
 沈豫《皇清经解渊源录》云：“钱塘严杰《经义丛钞》，编辑手也。”语有鄙屑之意，实则颇符当时情实。

慎初堂影印本。 
53 徐时栋《烟屿楼文集》卷三十六《分类重编学海堂经解赞二十一首并序》罗陈《经解》编纂之非一十二

条。除上文已分条引述者外，又指责其名号不一，小传阙如，其文云：“至于称人官位，亦复纷尔歧出。潜

邱辞召，则曰征君；亭林却聘，乃称处士；惠周惕、戴震谓之吉士，全祖望、方观旭题以庶常，岁贡江永、

抜贡汪中等、副贡陈懋修，如是其质也；而胡渭、冯景曰明经，兵部许宗彦、户部郝懿行、礼部刘逢禄，

如斯其别也；而胡氏培翚曰主政，进士钱塘等、修撰金榜、编修姜宸英等、检讨毛奇龄等、教授翟灏、训

导刘台拱等，皆据今衔题之；若相国蒋廷锡、侍御孙志祖等、观察王念孙等、司马吴廷华、武曹朱彬、州

倅刘玉麐、大令盛百二等、孝廉焦循等、懋才臧琳等、上舍江藩之属，又沿古号：斯虽无关宏旨，而亦正

名之学之一端也。且夫著作诸儒显晦异矣，考其得力浅深虽殊，要不可谓非先儒之诤友，而后生之前导也。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固当搜访生平，略为小传，生存诸君，则记其里居、字号、

科第、官职，别附于后，此亦读者之所望于编刻者也。概乎无征，抑又何哉？”名号不一，是否当时习称，

今未可知，此无关内容者。读书知人，固后人所需，然此亦求全于严氏者，盖前此所纂丛书，诚未有附以

小传者也。虽则如此，倘能一依徐氏所说，一一为之补里居、字号、科第、官职，以及师承等等，则将于

后人利用、研究《经解》 

 
54
 桂氏《经学博采录》卷四谓“所编《经义丛钞》，自署其名”，意其有窃名之意。按严署“补编”，意在

编录，非以作者自居，与桂说性质不同。 
55
 见徐珂《清稗类钞·经术·张孟劬著〈史微〉》，中华书局排点本。 

56
 王先谦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七月《皇清经解续编》刊成奏折，见载于南菁书院本《续编》前。 

57
 《越缦堂文集》卷五，国立北平图书馆王重民校定本。 

58 张惠言撰《谱》未成，子成孙补成之。龙启瑞从成孙从弟曜孙处节录为九卷，子继栋录寄江阴，刊入《续 
经解》，题成孙名。传世稿本有五十一卷本、五十二卷本等。 
59
 一为王夫之《诗经稗疏》旧钞本二卷一册，一为陈厚耀《春秋长历》钞本十卷四册，见《屈万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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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辑，《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七四年版。 
60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经部·群经总义类》，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二年版。 

61
 表中十人共校一三八二卷，另有卷末未署校者之名者五卷，二人或三人同校者十三卷，共一千四百卷。

冯登府著作八卷由吴梅修、冯佐、高学瀛、赵齐婴、黎永椿五人同校，许鸿磐著作四卷未署校者名。 
62
 《锲不舍斋文集》卷三，李氏半亩园刊本。 

63 徐时栋《烟屿楼文集》卷三十六《分类重编学海堂经解赞二十一首并序》，光绪元年刻本。 
64
 凡重新校勘者，卷后均署明某某旧校，某某新校。如卷二十二署樊封旧校，樊封、潘继李新校。凡未经

重校者，卷末仍为道光本校勘者姓名。 
65
 诸人行历见林伯桐撰、陳澧補《學海堂志》，脩本堂叢書本；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商務印書館

一九三九年版。 
66
 参陈澧《子韶墓誌銘》，闵尔昌《碑傳集补》卷五十，上海书店一九八八年版。 

67
 参唐文治《陈君善餘墓誌铭》，闵尔昌《碑傳集补》卷五十三，上海书店一九八八年版。 

68
 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一《考订初学各书》有“《皇清经解节本》广州刻”，今未见。 

69
 此或肇印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将成而请序于朱，故序题“光绪十四年”。 

70
 此指《皇清经解》中吴廷华之《仪礼章句》十七卷。 

71
 《蛾术堂集》，道光戊戌（一八三八）版。 

72
 沈豫《皇清经解提要》总目识语，慎初堂影印本。 

73
 见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三七，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74
 见平步青《霞外攈屑》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75
 俞樾《皇朝五经汇解序》，见原书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石印本前。 

76
 其中有多篇见收于严编《经义丛钞》所录之《学海堂集》《诂经精舍文集》中。《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

有《记崔适先生》一篇，谓《汇解》一书将阮刻《经解》逐条剪开，分入各经各章之下。意《汇解》乃《经

解》之改编本。按之《汇解》所收书目种数，决非仅改编《经解》者。顾又谓《汇解》一书乃崔氏所编，

顾一千馀万字，本非赵氏一人所能编集，必有襄助之人。今谓崔氏所编，别无他证，暂不信从。 
77
 见陶治元《〈皇清经解敬修堂编目〉自序》。 

78
 见许樾身《〈皇清经解敬修堂编目〉序》。 

79
 见俞樾《〈皇清经解检目〉序》。 

80
 见俞樾《〈皇清经解检目〉序》。 

81 见《式古堂目录》，光绪十九年石印本。 
82
 见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七，中华书局一九九八年版。 

83
 道光本《学海堂经解》辑七十三人百八十三种著作，是以严杰所辑《经义丛钞》为一人一种计。咸丰补

刊本补冯登府著作七种，则为七十四人百九十种；庚申补刊本补许鸿磐著作一种，则为七十五人百九十一

种。《经义丛钞》所辑之著多为单篇或选刊，计有顾栋高一种，王昶一种，朱筠一种，蔡德晋二种，朱珪三

种，顾千里四种，王述曾五种，汪家禧六种，李锐一种，谈泰三种，汪君莱二种，凌堃一种，姚文田一种，

无名氏三种，阮福八种，洪颐煊三种，及阮元所辑《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文集》二种，总十六人（无名

氏不计）四十七种，去二阮重複，则道光本收八十七人二百三十种（篇）。若将两种文集所收个人单篇与《丛

钞》其他著作（篇）合计，共六十七人，五种专著，百八十九篇文章。此六十七人中，与《皇清经解》之

作者重复五人，与《续经解》作者重复七人，则《皇清经解》庚申本实际有作者百三十七人。 
84
 《续经解》收《易》《诗》《春秋》三传等五种。 

                                   一九八八年春初稿 

                                                  二 OOO 年修订稿 

附 录 

         清 经 解 三 种 版 本  

册 页 便 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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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卷數 作者 咸豐補刊本/冊 點 石

齋 石

印本/

冊 

上海书

店影印

本 

左傳杜解補證  3 顧炎武 1 1 1/6 

音論  1 顧炎武 2 1 1/20 

易音  3 顧炎武 2 1 1/24 

詩本音  10 顧炎武 2~3 1 1/30 
日知錄  2 顧炎武 4 1 1/61 

四書釋地  1 閻若璩 5~7 1 1/76 
四書釋地續  閻若璩 5~7 1 1/83 1 

四書釋地又續  1 閻若璩 5~7 1 1/91 
四書釋地三續  1 閻若璩 5~7 1 1/109 
孟子生卒年月考  1 閻若璩 7 1 1/121 

潛邱劄記  2 閻若璩 7 1 1/123 

禹貢錐指  21 胡 渭 8~16 1 1/134 
學禮質疑  2 萬斯大 17 2 1/313 

學春秋隨筆  10 萬斯大 18 2 1/325 

毛詩稽古編  30 陳啟源 19~26 2 1/345 
仲氏易  30 毛奇齡 27~31 2 1/486 

春秋毛氏傳  36 毛奇齡 31~37 3 1/564 
春秋簡書刊誤  2 毛奇齡 38 3 1/678 

春秋屬事比事記  4 毛奇齡 38 3 1/685 

經問  15 毛奇齡 39~40 3 1/696 
論語稽求篇  毛奇齡 40~41 3 1/742 7 

四書賸言  6 毛奇齡 41~42 3 1/756 
詩說  4 惠周惕 42 3 1/766 

湛園札記  1 姜宸英 43 3 1/775 

經義雜記  10 臧  琳 43~47 3 1/779 
解舂集  2 馮 景 48 4 1/856 

尚書地理今釋  1 姜廷錫 48 4 1/867 

易說  6 惠士奇 49 4 2/1 

禮說  14 惠士奇 50~53 4 2/24 
春秋說  15 惠士奇 54~58 4 2/106 

白田草堂存稿  1 王懋竑 59 4 2/207 

周禮疑義舉要  7 江 永 59~60 4 2/214 
深衣考證  1 江 永 60 5 2/234 

春秋地理考實  4 江 永 61 5 2/237 

群經補義  5 江 永 62 5 2/259 

鄉黨圖考  10 江 永 63~65 5 2/276 
儀禮章句  17 吳廷華 66~68 5 2/339 
觀象授時  14 秦惠田 69~73 5 2/394 
經史答問  7 全祖望 74~75 6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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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正辭  

 

質疑  1 杭世駿 75 6 2/526 

注疏考證  6 齊召南 76~77 6 2/533 
周官祿田考  3 沈 彤 78 6 2/564 

尚書小疏  1 沈 彤 79 6 2/578 

儀禮小疏  8 沈 彤 79~80 6 2/581 
春秋左傳小疏  1 沈 彤 80 6 2/604 

果堂集  1 沈 彤 80 6 2/608 

周易述  21 惠 棟 81~85 6 2/614 
古文尚書考  2 惠 棟 86 6 2/701 

春秋左傳補注  惠 棟 86~87 6 2/712 6 

九經古義  16 惠 棟 88~89 7 2/743 
13 莊存與 90~92 7 2/781 

鍾山札記  1 盧文弨 92 7 2/824 

龍城札記  1 盧文弨 92 7 2/830 

尚書集注音疏  14 江 聲 93~98 7 2/833 
尚書後案  31 王鳴盛 99~113 8 3/1 
周禮軍賦說  4 王鳴盛 114 8 3/258 

十駕齋養新錄餘錄  4 錢大昕 115 8 3/285 

潛研堂文集  6 錢大昕 116~117 9 3/302 
四書考異  36 崔 灝 118~123 9 3/332 
尚書釋天  盛百二 124~125 9 3/431 6 

讀書脞錄  2 孫志祖 126 9 3/471 

讀書脞錄續編  2 孫志祖 126 9 3/478 

弁服釋例  8 任大椿 127~129 9 3/484 
釋繒  1 任大椿 129 9 3/539 

爾雅正義  20 邵晉涵 130~134 10 3/548 
宗法小記  1 程瑤田 135 10 3/641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程瑤田 135~137 10 3/647 10 

釋宮小記  1 程瑤田 137 10 3/698 

考工創物小記  4 程瑤田 138~139 10 3/704 
磬折古義  1 程瑤田 140 10 3/750 

溝洫疆理小記  1 程瑤田 140 10 3/757 

禹貢三江考  3 程瑤田 140~141 10 3/769 
水地小記  1 程瑤田 141 10 3/783 

解字小記  1 程瑤田 141 10 3/786 

聲律小記  1 程瑤田 141 10 3/787 

九榖考  4 程瑤田 142 10 3/788 

釋草小記 1 程瑤田 143 10 3/807 

釋蟲小記  1 程瑤田 143 11 3/816 

禮箋  3 金 榜 143~144 11 3/820 
毛鄭詩考正 4 戴 震 145 11 3/843 

詩經補注  2 戴 震 145 11 3/857 

考工記圖 2 戴 震 146 11 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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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東原集  2 戴 震 147 11 3/887 

古文尚書撰異   33 段玉裁 148~154 11 4/1 
毛詩故訓傳  30 段玉裁 155~157 11 4/126 
詩經小學  4 段玉裁 158 11 4/170 

周禮漢讀考  6 段玉裁 159~160 12 4/187 
儀禮漢讀考  1 段玉裁 160 12 4/225 

說文解字注  15 段玉裁 161~175 12 4/227 
六書音均表  5 段玉裁 176 13 4/494 

經韻樓集  6 段玉裁 177~178 13 4/518 
廣雅疏證  10 王念孫 179~186 13 4/552 
讀書襍志  2 王念孫 186 13 4/693 

春秋公羊通義  13 孔廣森 187~190 13 4/702 
禮學卮言  6 孔廣森 191 13 4/767 

大戴禮記補注  13 孔廣森 192~193 14 4/785 
經學卮言  6 孔廣森 194 14 4/820 

溉亭述古錄  2 錢 塘 195 14 4/843 

群經識小  8 李 惇 195~196 14 4/856 
經讀考異  8 武 億 197~198 14 4/884 

尚書今古文注疏  39 孫星衍 198~202 14 5/1 
問字堂集  1 孫星衍 202 14 5/88 

儀禮釋官  9 胡匡衷 203~204 14 5/95 
禮經釋例  13 淩廷堪 205~209 15 5/135 
校禮堂文集  1 淩廷堪 209 15 5/227 

劉氏遺書  1 劉台拱 210 15 5/233 

述學  2 汪 中 210 15 5/235 

經義知新記 1 汪 中 210 15 5/247 

大戴禮記正誤  1 汪 中 211 15 5/254 

曾子注釋  4 阮 元 211 15 5/266 

周易挍勘記  11 阮 元 212~213 15 5/278 
尚書挍勘記  22 阮 元 213~217 15 5/308 
毛詩挍勘記  10 阮 元 217~221 5/356 
周禮挍勘記  14 阮 元 222~226 16 5/450 
儀禮挍勘記  18 阮 元 227~232 16 5/525 
禮記挍勘記  67 阮 元 233~240 16 5/633 

春秋左氏傳挍勘記  42 阮 元 241~249 17 5/785 
春秋公羊挍勘記  12 阮 元 250~251 17 6/1 

春秋榖梁傳挍勘記 13 阮 元 252 17 6/40 

論語挍勘記  阮 元 253~254 17 6/60 11 

孝經挍勘記  4 阮 元 255 17 6/98 

爾雅校勘記  8 阮 元 255~258 17 6/109 
孟子挍勘記  16 阮 元 259~260 18 6/169 

考工記車制圖解 2 阮 元 260~261 18 6/198 
積古齋鐘鼎彜器款識  2 阮 元 261 18 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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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人傳  9 阮 元 262~263 18 6/218 
揅經室集  阮 元 263~265 18 6/245 7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2 張敦仁 265 18 6/284 

易章句  12 焦 循 266~267 18 6/292 
易通釋  20 焦 循 267~272 18 6/321 
易圖略  8 焦 循 273~274 19 6/437 
孟子正義  30 焦 循 274~282 19 6/461 
周易補疏  2 焦 循 283 19 6/621 

尚書補疏  2 焦 循 283 19 6/628 

毛詩補疏  5 焦 循 284 19 6/635 

禮記補疏  3 焦 循 285 19 6/652 

春秋左傳補疏  5 焦 循 285~286 19 6/664 
論語補疏  2 焦 循 286 19 6/681 

周易述補  4 江 藩 287 19 6/691 

拜經日記  8 臧 庸 288~289 20 6/706 
拜經文集  1 臧 庸 290 20 6/744 

瞥記  1 梁玉繩 290 20 6/755 

經義述聞  28 王引之 291~304 20 6/761 
經傳釋詞  10 王引之 305~306 21 7/1 
周易虞氏義  9 張惠言 307~309 21 7/39 
周易虞氏消息  2 張惠言 309 21 7/84 

虞氏易禮  2 張惠言 310 21 7/97 

周易鄭氏義  2 張惠言 310 21 7/107 

周易荀氏九家義  1 張惠言 310 21 7/115 

易義別錄  14 張惠言 311~312 21 7/117 
五經異義疏證  3 陳壽祺 313~315 21 7/148 
左海經辨  2 陳壽祺 316 21 7/196 

左海文集  2 陳壽祺 317 21 7/218 

鑑止水齋集  2 許宗彥 318 21 7/233 

爾雅義疏  郝懿行 319~324 22 7/250 20 

春秋左傳補注  3 馬宗璉 325 22 7/348 

公羊何氏釋例  10 劉逢祿 326~328 22 7/370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  1 劉逢祿 329 22 7/419 

發墨守評  1 劉逢祿 329 22 7/425 

榖梁廢疾申何  2 劉逢祿 329 22 7/426 

左氏春秋考證  2 劉逢祿 330 22 7/435 

箴膏盲評  1 劉逢祿 330 22 7/442 

論語述何  2 劉逢祿 330 22 7/445 

燕寢考  3 胡培翬 330~331 22 7/451 
研六室雜著  1 胡培翬 331 22 7/458 

春秋異文箋  13 趙 坦 331~333 22 7/461 
寶甓齋札記  1 趙 坦 333 23 7/503 

寶甓齋文集  1 趙 坦 333 23 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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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 曙 

 

夏小正疏義  4 洪震煊 334 23 7/513 

秋槎雜記  1 劉履恂 334 23 7/525 

吾亦廬稿  4 崔應榴 335 23 7/530 

論語偶記  1 方觀旭 335 23 7/543 

經書算學天文考  1 陳懋齡 336 23 7/549 

四書釋地辯證  2 宋翔鳳 336 23 7/558 

毛詩紬義  24 李黼平 337~341 23 7/566 
公羊禮說  1 342 237 7/663 

禮說  4 淩 曙 343 23 7/669 

孝經義疏  1 阮 福 343 23 7/690 

經傳考證  8 朱 彬 344 23 7/697 

甓齋遺稿  1 劉玉麐 345 23 7/718 

說緯  1 王 崧 345 23 7/723 

經義叢鈔  30 嚴 杰 346~357 24 7/732 
國朝石經攷異  1 馮登府 357 24 7/932 

漢石經攷異  1 馮登府 358 24 7/946 

魏石經攷異  1 馮登府 358 24 7/955 

唐石經攷異  1 馮登府 358 24 7/958 

蜀石經攷異  1 馮登府 359 24 7/965 

北宋石經攷異  1 馮登府 359 24 7/971 

三家詩異文疏證  2 馮登府 360 24 7/979 

尚書札記  4 許鴻磐  7/1002 

总计数 1412  75人   

 

清 经 解 续 编 三 种 版 本  

册 页 便 查 表 
書名 卷數 作者 南菁書院

刊本/冊 

鴻寶齋

石印本

/冊 

上海書店 

印本/冊 

/葉 

九經誤字  1 顧炎武 1 1 續1/1 

周易稗疏  4 王夫之 1 1 續1/7 

詩經稗疏  4 王夫之 2 1 續1/15 

春秋稗疏  2 王夫之 3 1 續1/45 

四書稗疏  3 王夫之 3 1 續1/57 

春秋占筮書  3 毛奇齡 4 1 續1/68 

續詩傳鳥名  3 毛奇齡 4 1 續1/76 

白鷺洲主客說詩  1 毛奇齡 4 1 續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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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社禘祫問  1 毛奇齡 5 1 續1/88 

大小宗通釋  1 毛奇齡 5 1 續1/92 

孝經問  1 毛奇齡 5 1 續1/96 

禮記偶箋  3 萬斯大 5 1 續1/100 

尚書古文疏證  9 閻若璩 6~10 2 續1/113 
易圖明辨  10 胡  渭 11~12 2 續1/227 
春秋長曆  10 陳厚耀 13~15 2 續1/280 
儀禮釋宮增注  1 江 永 16 2 續1/347 

儀禮釋例  1 江 永 16 2 續1/351 

禮記訓義擇言  8 江 永 17 3 續1/375 

春秋大事表  67 顧棟高 18~34 3~4 續1/381 
肆獻祼饋食禮纂  2 任啓運 35 4 續1/747 

朝廟宮室考附田賦考  1 任啓運 35 4 續1/761 

易例  2 惠 棟 36 4 續1/767 

易漢學  8 惠 棟 37 4 續1/781 

明堂大道錄  8 惠 棟 38~39 4 續1/801 
禘說  2 惠 棟 39 4 續1/833 

晚書訂疑  3 程廷祚 39 4 續1/839 

卦氣解  1 莊存與 40 4 續1/855 

周官記  5 莊存與 40 4 續1/857 

周官說  2 莊存與 40 5 續1/870 

周官說補  3 莊存與 41 5 續1/876 

儀禮管見  17 褚寅亮 41~43 5 續1/891 
爾雅補郭  2 崔 灝 43 5 續1/929 

鄭氏儀禮目錄校證  1 胡匡衷 43 5 續1/936 

深衣釋例  3 任大椿 44 5 續1/939 

詩聲類  12 孔廣森 45 5 續1/955 

詩聲分例  1 孔廣森 45 5 續1/970 

經傳小記  1 劉台拱 45 5 續1/977 

國語補校 1 劉台拱 45 5 續1/984 

讀逸周書雜志 4 王念孫 46 5 續1/986 

爾雅古義  2 錢 坫 46 5 續1/1001 

爾雅釋地四篇注  1 錢 坫 46 5 續1/1004 

車制考  1 錢 坫 47 5 續1/1011 

群經義證  8 武 億 47~48 5 續1/1017 
釋服  2 宋綿初 48 5 續1/1038 

孟子四考  4 周廣業 49~50 5 續1/1059 
毛詩考證  4 莊述祖 50 5 續1/1088 

周頌口義  3 莊述祖 51 5 續1/1098 

五經小學述  2 莊述祖 52 6 續1/1119 

詩書古訓  10 阮 元 52~55 6 續1/1129 
春秋左傳詁  20 洪亮吉 56~62 6 續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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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通補釋  32 梁履繩 63~71 7 續2/1 
周易述補  5 李林松 72 7 續2/201 

易圖條辨  1 張惠言 73 8 續2/221 

虞氏易事  2 張惠言 73 8 續2/229 

虞氏易言  2 張惠言 74 8 續2/239 

虞氏易候  1 張惠言 74 8 續2/251 

儀禮圖  6 張惠言 75~76 8 續32/255 
讀儀禮記  2 張惠言 77 8 續2/310 

書序述聞  1 劉逢祿 78 8 續2/317 

尚書今古文集解  31 劉逢祿 79~82 8 續2/330 
卦本圖考  1 胡秉虔 82 9 續2/400 

尚書大傳輯校  3 陳壽祺 83 9 續2/402 

禹貢鄭注釋  2 焦 循 84 9 續2/420 

群經宮室圖  2 焦 循 85 9 續2/438 

隸經文  4 江 藩 85 9 續/466 

說文聲類  17 嚴可均 86~87 9 續2/479 
周易攷異  2 宋翔鳳 87 9 續2/502 

尚書略說  2 宋翔鳳 88 9 續2/512 

尚書譜  1 宋翔鳳 89 9 續2/519 

大學古義說  2 宋翔鳳 89 9 續2/524 

論語說義  10 宋翔鳳 90 9 續2/533 

孟子趙注補正 6 宋翔鳳 91 9 續2/559 

小爾雅訓纂  6 宋翔鳳 92 9 續2/586 

過庭錄  5 宋翔鳳 93 9 續2/602 

毛詩傳箋通釋  32 馬瑞辰 94~102 10 續2/617 
毛詩後箋  30 胡承珙 103~115 11 續2/825 
儀禮古今文疏義  17 胡承珙 116~117 12 續2/1117 
讀書叢錄  1 洪頤煊 117 12 續2/1152 

爾雅匡名  20 嚴元照 118~119 12 續2/1154 
周官古書考  4 徐養原 120 12 續2/1216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  5 徐養原 121 12 續2/1233 

論語魯讀考  1 徐養原 122 12 續2/1253 

頑石廬經說 10 徐養原 122~123 12 續2/1257 
周禮學  2 王聘珍 124 12 續2/1299 

儀禮學  1 王聘珍 124 12 續2/1306 

易經異文釋  6 李富孫 124~125 12 續2/1309 
詩經異文釋  16 李富孫 126~129 13 續2/1332 
左傳異文釋  10 李富孫 130~131 13 續2/1409 
公羊異文釋  1 李富孫 132 13 續2/1463 

榖梁異文釋  1 李富孫 132 13 續2/1467 

夏小正分箋  4 黃 模 132 13 續2/1468 

夏小正異義  2 黃 模 132 13 續2/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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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春秋左氏古義  6 臧壽恭 133 13 續3/1 

春秋左氏傳補注 12 沈欽韓 134~135 13 續3/23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 12 沈欽韓 136 13 續3/75 

儀禮經注疏正譌  17 金曰追 137~138 14 續3/103 
周易虞氏略例  1 李 銳 139 14 續3/137 

論語孔注辨偽  2 沈 濤 139 14 續3/143 

國語發正  21 汪遠孫 140~141 14 續3/152 
說文諧聲譜  9 張成孫 142~143 14 續3/203 
榖梁釋例  4 許桂林 144 14 續3/242 

求古錄禮說  15 金 鶚 145~149 14 續3/253 
求古錄禮說補遺  1 金 鶚 149 15 續3/346 

鄉黨正義  1 金 鶚 149 15 續3/351 

說文音均表  18 江 沅 150~156 15 續3/355 
儀禮正義  40 胡培翬 157~169 16~17 續3/523 
禘祫問答  1 胡培翬 170 17 續3/820 

實事求是齋經義  2 朱大韶 170~171 17 續3/824 
十三經詁答問  6 馮登府 172 17 續3/861 

左傳舊疏考正 8 劉文淇 173 17 續3/881 

春秋朔閏異同  2 羅士琳 174 17 續3/923 

左傳賈服注輯述  20 李貽德 175~180 18 續3/948 
喪禮經傳約  1 吳卓信 180 18 續3/1049 

毛詩傳疏  30 陳 奐 181~186 18 續3/1052 
釋毛詩音  4 陳 奐 187 19 續3/1209 

毛詩說  1 陳 奐 187 19 續3/1219 

毛詩傳義類  1 陳 奐 187 19 續3/1226 

鄭氏箋考徵  1 陳 奐 188 19 續3/1235 

公羊逸禮考徵  1 陳 奐 188 19 續3/1241 

周禮注疏小箋  5 曾 釗 188 19 續3/1246 

大戴禮注補 13 汪 照 189~190 19 續3/1264 
癸巳類稿  6 俞正燮 191~192 19 續3/1314 
癸巳存稿  4 俞正燮 193 19 續3/1345 

尚書餘論  1 丁 晏 19 續3/1361 

禹貢錐指正誤  1 丁 晏 194 19 續3/1371 

詩譜考證  1 丁 晏 194 19 續4/1 

孝經徵文  1 丁 晏 195 19 續4/11 

齊詩翼氏學  4 迮鶴壽 195 20 續4/17 

公羊禮疏  11 淩 曙 196~197 20 續4/24 
公羊問答  2 淩 曙 197 20 續4/64 

春秋繁露注  17 淩 曙 198~199 20 續4/71 
周易姚氏學  16 姚配中 200~203 20 續4/114 
公羊曆譜  11 包慎言 204 20 續4/188 

論語古注集箋  20 潘維城 205~207 21 續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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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氏易消息圖說  1 胡祥麟 208 21 續4/287 

大誓答問  1 龔自珍 208 21 續4/291 

春秋決事比  1 龔自珍 208 21 續4/294 

輪輿私箋  2 鄭 珍 208 21 續4/297 

輪輿私箋附圖  1 鄭知同 208 21 續4/314 

儀禮私箋  8 鄭 珍 209 21 續4/316 

巢經巢經說  1 鄭 珍 210 21 續4/345 

胡氏禹貢圖考正 1 陳 澧 210 21 續4/354 

東塾讀書記  10 陳 澧 210~211 21 續4/358 
春秋古經說  2 侯 康 212 21 續4/398 

榖梁禮證 ?  2 侯 康 212 21 續4/404 

說文聲讀表  7 苗 夔 213 22 續4/413 

學禮管釋  18 夏 忻 214~216 22 續4/442 
開有益齋經說  5 朱緒曾 217 22 續4/512 

榖梁大義述  30 劉興恩 218~222 22 續4/531 
春秋釋  1 黃式三 222 23 續4/656 

考工記考辨  8 王宗涑 223~224 23 續4/660 
逸周書集訓校釋 10 朱右曾 225 23 續4/687 

逸周書逸文  1 朱右曾 225 23 續4/715 
詩地理徵  7 朱右曾 226~228 23 續4/718 
喪服會通說  4 吳嘉賓 228 23 續4/757 

讀儀禮錄  1 曾國藩 228 23 續4/772 

論語正義  24 劉寶楠 229~233 23 續4/777 
釋榖  4 劉寶楠 234 24 續4/887 

今文尚書經說考  38 陳喬樅 235~246 24~25 續4/910 
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  1 陳喬樅 246 25 續4/1170 

三家詩遺說考魯詩遺說  1 陳壽祺 247~258 25~26 續4/1178 
魯詩遺說考  19 陳壽祺 247~258 25 續4/1183 
齊詩遺說考  12 陳壽祺 247~258 25 續4/1282 
韓詩遺說考  17 陳壽祺 247~258 26 續4/1343 
毛詩鄭箋改字說  4 陳喬樅 259 26 續5/1 

詩經四家異文考  5 陳喬樅 260~263 26 續5/14 
齊詩翼氏學疏證  2 陳喬樅 264 26 續5/94 

禮堂經說  2 陳喬樅 264 26 續5/106 

禮記鄭讀考  6 陳壽祺 265~266 26 續5/119 
爾雅經注集證  3 龍啔瑞 266 27 續5/163 

公羊義疏  76 陳 立 267~280 27~28 續5/169 
白虎通疏證  12 陳 立 281~284 28 續5/497 
禮經通論  1 邵懿辰 285 29 續5/585 

周易爻辰申鄭義  1 何秋濤 285 29 續5/593 

禹貢鄭氏略例  1 何秋濤 285 29 續5/595 

書古微  12 魏 源 286~288 29 續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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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鄭義  

 

詩古微  17 魏 源 289~293 29 續5/655 
讀書偶識 10 鄒漢勛 294~296 29 續5/771 
讀書偶識附一卷 1 鄒漢勛 296 29 續5/819 

劉貴陽經說 1 劉書年 296 30 續5/822 

榖梁補注  24 鍾文烝 297~301 30 續5/831 
周易舊疏考正  1 劉毓崧 302 30 續5/946 

尚書舊疏考正 1 劉毓崧 302 30 續5/949 

讀易漢學私記  1 陳壽熊 302 30 續5/956 

孟子音義考證  2 蔣仁榮 302 30 續5/963 

達齋叢說  1 俞 樾 303 30 續5/975 

周易互體徵  1 俞 樾 303 30 續5/978 

九族考  1 俞 樾 303 30 續5/980 

詩名物證古  1 俞 樾 303 30 續5/981 

士昏禮對席圖 1 俞 樾 303 31 續5/986 

禮記異文箋  1 俞 樾 303 31 續5/988 

禮記鄭讀考  1 俞 樾 304 31 續5/997 

玉佩考  1 俞 樾 304 31 續5/1005 

鄭君駁正三禮考  1 俞 樾 304 31 續5/1007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  1 俞 樾 304 31 續5/1012 

1 俞 樾 304 31 續5/1018 

續論語駢枝  1 俞 樾 304 31 續5/1023 

群經平議周易平議  1 俞 樾 305~313 31 續5/1025 
周易平議  2 俞 樾 305~313 31 續5/1025 
尚書平議  4 俞 樾 31 續5/1037 

周書平議  1 俞 樾 31 續5/1061 

毛詩平議  4 俞 樾 31 續5/1066 

周禮平議  2 俞 樾 31 續5/1092 

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  1 俞 樾 31 續5/1105 

儀禮平議  2 俞 樾 31 續5/1111 

大戴禮記平議  2 俞 樾 31 續5/1123 

小戴禮記平議  4 俞 樾 31 續5/1132 

春秋公羊傳平議  1 俞 樾 31 續5/1156 

春秋榖梁傳平議  1 俞 樾 31 續5/1162 

春秋左傳平議  3 俞 樾 31 續5/1167 

春秋外傳國語平議  2 俞 樾 31 續5/1188 

論語平議  2 俞 樾 31 續5/1199 

孟子平議  2 俞 樾 31 續5/1210 

爾雅平議  1 俞 樾 31 續5/1223 

古書疑義舉例  7 俞 樾 313~314 32 續5/1236 
禹貢說  1 倪文蔚 314 32 續5/1262 

周易釋爻例 1 成蓉鏡 314 32 續5/1263 

尚書曆譜  2 成蓉鏡 315 32 續5/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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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貢班義述  3 成蓉鏡 315 32 續5/1277 

春秋日南至譜  1 成蓉鏡 316 32 續5/1292 

何休注訓論語述  1 劉恭冕 316 32 續5/1295 

禮記天算釋  1 孔廣牧 316 32 續5/1298 

先聖生卒年月日考  2 孔廣牧 316 32 續5/1304 

禮說略  3 黃以周 317 32 續5/1314 

經說略  2 黃以周 318 32 續5/1338 

漢孳室文鈔  2 陶方琦 318 32 續5/1355 

昏禮重別論對駁義  2 劉壽曾 319 32 續5/1365 

隸經賸義  1 林兆豐 319 32 續5/1376 

毛詩譜  1 胡元儀 319 32 續5/1381 

春秋名字解詁駁  1 胡元玉 320 32 續5/1391 

經述  3 林頤山 320 32 續5/1397 

总计数 1430  112人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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