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主要對《原本玉篇殘卷》、 玄應《眾經音義》、 慧琳 《一切經音義》、 希麟《續一切經音

義》、 《切韻》與《唐韻》殘卷、 《說文解字繫傳》、 《宋本廣韻》、 《宋本玉篇》、 《集韻》、 《類篇》、 

《韻補》、《六書故》、《古今韻會舉要》等小學要籍中引用的所有《國語》引例進行了斠證。在參

考小學要籍較早版本的基礎上， 參考小學要籍的各種版本以及相關的校勘成果； 同時參照《國

語》的各種版本和重要的類書以及群書引《國語》資料進行對勘比較。每一條《國語》引例的

辨正都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引小學書各本進行辨正， 確定各本引例之是非； （二）以《國

語》各本和類書、群書引《國語》資料和引例進行比較，確定小學書引《國語》例與今

傳《國語》各本之是非；（三）對相關引例中的有可討論之處的文字、詞語進行文字字形上的辨

正和語義疏通與訓詁；（四）凡涉及《國語》舊注之處對《國語》前後注釋的異同原由進行探討。

所附〈甘肅藏敦煌殘卷《國語‧周語下》校記〉是對《國語》的早期傳本進行的文字、訓詁的

校勘，可藉以瞭解韋注之外其他注本的吉光片羽並有助於今本的比勘。整體而言，本

書可以為《國語》和相關小學要籍的進一步整理與研究提供借鑒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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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最早有這樣一個計劃是在讀碩士的時候，但是全面展開則是 2007 至

2010 這三年之間。關注的主要對象是《國語》，由於感覺自己的學力不足，

難以立即進入文本本身的研究，所以就打《國語》的外圍，從群書引《國語》

例入手，其意義已經在引言部分中談及，而且這樣做可能更容易發現一些問

題。這樣的外圍工作其實談不上什麼研究，衹是花費時間鈔綴了一些資料，

或許對於涉及到的幾部小學書的進一步整理和研究有些用處，對於《國語》

的整理和研究也有些用處。本書的主要部分已刊諸《敦煌研究》、《古籍整理

研究學刊》、《漢語史學報》、《東亞文獻研究》、《人文中國學報》、《長江學術》、

《中國俗文化研究》、《鹽城師範學院學報》等刊物，感謝刊物匿評專家的意

見和建議，同時也感謝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始終給予幫助的蕭旭先生，蕭先生

不但慨賜各種資料，還在研究過程中提供了很多修改意見和建議，使之減少

了不少的錯誤。俞志慧教授研究《國語》有年，有珍稀資料卻不珍之如秘，

慨然惠賜，實在感謝！海內外的一些師友等在資料方面也幫忙不少，一併深

致謝忱！〈甘肅藏敦煌寫本殘卷《國語‧周語下》校記〉在寫作時得到牛龍

菲教授、蕭旭先生、蕭瑜教授的幫助，也表示感謝，此文發表之後發現有些

疏漏和錯誤，今茲修訂一過，附於書末。原擬書名作「小學要籍引《國語》

例辨正」，現定名為「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 

我資質愚鈍，生性懶惰，讀書也遲，知學也晚，畢業後忙於工作，又寄

身偏遠，信息閉塞，更復難言向學。但我的碩士生導師王志瑛老師經常關心

我的學業，時時郵件激勵。2010 年秋季，又蒙方老師不棄，列入門牆，遂負

笈南京，隨從問學，仰承教誨，獲益良多。我本魯人，不通禮數，性復木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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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少言語，四方師友不以為忤，仍多激勵提攜，或通音問，或惠賜資料，乃

未墮其向學之心，仰寶山之富，羡廟堂之美，雖久未得其門徑，輾轉徘徊，

亦未嘗忍棄去，日積月累，得以成此，卑之無甚高論﹝註 1﹞，實敝箒而自珍。

權當做我學習過程中的一份作業，請師友們批評指正。 

我作為修習傳統學問中一個小門類的一名沒有什麼長進的小學生，很是

感謝四方師友的幫助，並希望自己能一直努力學習，能夠繼續向師友們交上

一份份的不成熟的作業來請指教。 

引錄馬一浮（1883～1967）《泰和會語》兩段話如下： 
但願諸生亦當具一種信念，信吾國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

自己身心修養之深切必要，信吾國學術之定可昌明，不獨要措我國

家民族於磐石之安，且當進而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而不致有爭奪相

殺之事。具此信念乃可以講國學。 
諸生欲治國學，有幾點先須辨明，方能有入： 
一、此學不是零碎斷片的知識，是有體系的，不可當成雜貨； 
二、此學不是陳舊呆板的物事，是活潑潑的，不可目為骨董； 
三、此學不是勉強安排出來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於

機械； 
四、此學不是憑藉外緣的產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視為分外。

﹝註 2﹞ 
馬先生的話是在抗戰時期講的，在今日或尤顯示出其意義與價值。 

本來，這部書擬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延宕三年，到今年上半年，

網上已經公布了出版信息，但最後仍舊擱淺。又經朋友之介，轉入臺北花木

蘭文化出版社出版。文稿修訂完成，又蒙方師審讀一過，是正訛謬不少，深

                                                      
﹝註 1﹞ 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四「卑之無甚高論」條云：「《史記‧張釋之傳》：文

帝曰：『卑之（句）無甚高論（句），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卑，下

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野客

叢書》亦謂卑之、無甚高論是兩句。今作一句讀，解作所論之卑下而不高，

上下文義如何聯貫？」（北京：中華書局 2006 年陳抗點校本，第 138 頁）本

處所用之「卑之無甚高論」即杭世駿所謂「今作一句讀」者，也即《漢語大

詞典》所謂「後用來表示見解一般，沒有什麼獨到之處」之義。 
﹝註 2﹞ 見馬一浮《泰和會語》之「引端」與《泰和會語》之「論治國學先須辨明四

點」，載於劉夢溪主編、馬鏡泉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馬一浮卷》，石家

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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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忱！我做事本來馬虎，錯誤疏漏一定還有不少，祈四方博雅君子不吝賜

教！ 
已簡單交待完畢，就此打住！ 

 
辛卯上元，火盆陳邨人識於麥望館， 

辛卯花朝，再訂於南京隨園 
癸巳孟秋廿七日復識於麥望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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