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以陳垣（援庵）先生（1880〜 1971年）《日知錄》的文獻學注校和史源為研究重心，

論述了他的文獻注校和史源思想及其在文獻學注校和史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為陳垣先生是

在《日知錄集釋》本的天頭側頁上加注的，篇幅少，不能不意賅辭精。

實際上，陳垣先生在文獻學上的成就是非常豐富和多方面的，本文只就其中兩三個主要方

面做一初步的探討，冀發掘陳垣先生在自己或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的進展，以及他採取前人未用

過的方法。因為陳垣先生《日知錄校注》的行文比較簡略，我多採用類比的方法，期把《日知

錄校注》裏摘取陳垣先生注校和史源的意見，從陳垣先生不同著作裏找出其類似的地方，再據

此將它們合在一起歸納出條例來，找出系統。也希望進而掌握著述的內在規律，得到以此推彼、

舉一反三的效果。我更會將心比心去領會、推測陳垣先生寄寓的民族情感，從而理解《日知錄

校注》著作的內容和中心主旨。

我同時參考李師學銘的〈陳援庵先生與史書要刪〉，先列「引用」及「檃括」方法兩表，把

陳垣先生給《日知錄》校注下關於顧炎武「引用」及「檃括」方法的應用嘗試整理，結論相信

會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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