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通過比對《國語》在明代的四種版本──正德十二年明德堂刊清人丁丙跋本、明嘉靖四年

許宗魯宜靜書堂刊本、明嘉靖七年金李澤遠堂本和明萬曆六年童思泉刊本，以金李本為底本錄

文，得出明本四種存在不同的條目 1333 條。以得出的 1333 條為校勘材料，再和慈利楚簡本、敦

煌殘卷寫本以及宋刻宋元遞修本等傳世《國語》的諸多傳本、刻本和印本一一對照。本成果的

主要內容如下：一、引言部分：探討《國語》的語料價值與史料價值、《國語》的流傳及其版本

系統、《國語》的勘校和確立定本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等。二、主體部分：根據《國語》分卷順次

對涉及到的 1333 條勘校條目進行文字、訓詁以及版本方面的探討。每一條勘校大體包括這樣幾

個方面：（一）按照《國語》傳本的時代前後順序依次校錄各本的異文；根據《國語》各本異文

的異同，初步判定《國語》各本之間的親緣關係。（二）比較異文，確定是非取捨。（三）對《國

語》各本存在著的章目分合不同的問題，也在相關位置一一揭出，並且對於《國語》各本篇章

分合的異同進行辨析。（四）惠棟和段玉裁、盧文弨等人的批校，也在相關條目之下一一引錄辨

析。三、結語部分：（一）對以《國語》明本四種校勘形成的 1333 條為基礎的考校形成的《國語》

異文問題進行整體總結。（二）通過異文勘校的梳理與總結，對《國語》分章問題進行全面總結

與分析。（三）以 1333 條考校條目為基礎，進一步確定《國語》各本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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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9 月，我在做了三年中學語文教師之後負笈桂林，從學於我的碩

士生導師王志瑛教授，攻讀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王老師本科畢業於南京

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受學於徐復老等諸位先生。王老師又

於 1979年考取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陳振寰教授的碩士生。陳振寰教授是王力

先生的學生，副博士畢業之後到廣西師範大學工作。故王老師在受到章黃學

派的訓練之外，復受王力語言學的訓練，在《楚辭》及屈賦語法研究方面有

多篇重要論作。我從王老師問學之後，王老師在 2003年底提起了一個研究計

劃，即作「《國語》系列語言研究」計劃項目，並引導我進入《國語》專書的

語言研究領域中。在王老師的指導下，我完成了《〈國語〉動詞語法試述》的

碩士學位論文，畢業之後修訂成《〈國語〉動詞管窺》一書在成都四川大學出

版社出版。碩士畢業之後，我也一直在王老師提起的研究規劃範圍內繼續做

事情，涉及到《國語》的多方面問題，如《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國

語補音〉異文研究》等以及與本書相關內容的一些研究成果等。當然這些研

究還是麤淺和初步的。 

2010 年 9 月，我又在普通高校任教了四年之後負笈南京，隨從方老師問

學，攻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方老師是徐老、錢老的及門弟子。很

長時期以來，方老師又是徐老、錢老在南京師範大學的唯一傳人，高擎章

黃的大纛，遊藝四部，尤以賈子之學與禮學最為學界所重，成果宏富。在方

老師指導下，我較為系統地繼續對《國語》的相關信息進行搜集整理，並

繼續以《國語》作為研究專題，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唐宋類書引〈國語〉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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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圖書館藏書宏富，早已聲隆宇內，其中庋藏《國語》各本信亦不

少。然生性怠惰，雖在南京待了兩年多，竟未一往觀書。至於 2013年 3月

份，心下想，再不去，則真入寶山而空回了，於是決定去。當然此前還有一

個誘因，即賈繼用兄跑到南圖來替他的師姐查閱《鶴年詩集》，我就請孫曉磊

同學一起去，意在短時間內可以校完。中間休息的時候，看到南圖有電子掃

描版的丁丙八千卷樓藏配補本的金李本，丁丙的金李本原為黃丕烈舊藏，還

鋟有「士禮居藏」的印，所配補的是卷七至卷一四，用黃丕烈刊明道本，前

六卷和後七卷皆為金李本，且前六卷多有惠棟校語及校記，實為惠棟校本，

比《札記》所引既多且詳。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懶惰實在需要大批特批，遂萌

到南圖看書之想。先把《四部叢刊》本《國語》複印作為底本，帶複印件到

南京圖書館，把黃丕烈舊藏本的校語一一迻錄。因為是電腦上有的掃描件，

不需要開證明即允許閱讀。後來打算儘量多看一些本子，於是請孫曉磊幫忙

去文學院辦公室開了證明，於 2013年 4月 19日到南圖看書，一直看到 2013

年 5月 20號，後來又斷斷續續看了一些時候。所觀者為丁丙跋明明德堂正德

十二年本、許宗魯本、童思泉本、李克家本、以及金李本原本等。凡有不

同，一一記錄。 

2013年暑假期間，又把自己比對所得的條目錄入電腦，共得 1333條。又

旁參所能找到的《國語》各本，輔以語言文字學典籍及相關研究成果，詳加

比勘，辨明甲乙，並為按斷。相信對於漢字字形、異體字研究、《國語》版本

系統、《國語》訓詁、《國語》文本的釐定以及《國語》的全面整理與研究都

具有一定的意義。 

清人汪遠孫於《國語》用功頗深，撰為《國語校注本三種》，其中校理的

部分名為《國語明道本攷異》。今書稿撰成，亦務於校理，故名之為《國語考

校——以明本四種比勘條目為對象》。當然，由於個人的水平有限，錯訛武斷

之處在所難免，祈請四方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歲在癸巳孟冬丁亥火盆陳邨人識於麥望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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