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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清代，代表有清一代学风的考据学渐起，为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为了

给科学研究提供方便，各史艺文志的考证和补撰工作空前兴盛。范晔《后汉书》

本无志，补入范寸j的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中亦无艺文志，所以清人纷纷补撰。

为《后汉书》补艺文志者共有八家，见存者有钱大昭、侯康、顾榱三、姚振宗、

曾朴五家。五家补志水平高下不一，本文主要采取总体论述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重点在解读文本，综合考论五家补志的优劣，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

认知结论，进一步展现后汉学术、文化发展概况，梳理后汉学术发展脉络。

论文前言丰要交代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

论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清4-辟1,史志H录概述。丰要论述补史志目录兴起的原因

及发展过程和取得的成就。

论文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清代补后汉艺文志的概况。分为见于记载未见其书和

现存五家补志之作两部分。

论文第三部分是丰体部分，对五家补志的优劣作综合考论，主要从收书是否

全面、准确，类目设置是否精当，归类是否妥当三方面进行论述。

论文第四部分也是论文重点部分，针对五家补志著录项目的内容进行分析，

重点分析五家的考证。

论文第五部分概括介绍五家补后汉艺文志的学术价值，从反映后汉文化发展

和学术发展两方面分析。

论文第六部分是结语，总结五家补志的高下优劣和研究意义，对进一步研究

补史艺文志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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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the Qing Dynasty,Textology,which representative Qing Dynasty’S style of study,

gradually rise．In order to collate the ancient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facilitate scientific

research，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complement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talogue Records

in history of books came to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Houhanshu”of Fan Ye hadn’t

Catalogue Records in the first，and the eight Catalogue Records which complement

from Sima Biao’S Xuhanshu also didn’t include The Art and Literature Catalogue

Records，SO the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wrote it for complement in succession．There

are fill a total of eight，and there were five writer’S book Can see，they were Qian

Dazhao，Hou Kang，Gu Huaisan，Yao Zhenzong，Zeng Pu．The level of these five works

are different．This article mainly take the methods of overall discourse combine with

compared analysis，and this article emphasis 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five complementary writer,then pumped out the

cognitive conclusions which have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and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develop venation of academic andculture in Han Dynasty．

The introduction mainly study the significance and method of this research．

The part one of the article is the summary of Qing Dynasty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istory books，mainly discuss the cause of the rise of

Qing Dynasty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istory books，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of it．

Part two of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Qing Dynasty’S complementary art

and literature directory in Houhanshu．It's from two sides that seeing in the records but

missed they books and the five kinds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which are existing．

The part three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article，it’S the comprehensive textual research

on five kinds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Post-Han history,discuss

from three sides that whether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is comprehensive，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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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settings are accurate and whether the classify is proper．

Part four is also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ticle,it’S research on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five kinds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ouhanshu，mainly

research on their textual research．．

Part five summarized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five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ouhanshu，from the two sides that Reflect the culture

development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of Houhan．

The last part is the epitogue，summary the better or worse of the five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and shoW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Key words：catalogue records in history books the five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ouhanshu textual research academ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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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上-JL-

刚 舌

目录之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肇始于汉，延袤至今，在学术史上占据

着重要的地位，受到了历代学者的特殊重视，被认为是治学门径、书海的向导、

“学中第一紧要事”。我国的古典目录有三大体例，即官修目录、私著目录和史

志目录。这三种体例的目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为祖国

灿烂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史艺文志亦有称“经籍志”，是正史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专记图书文献，它以纵贯古今绵绵不绝的基本特色构成了史志目录的丰

流，对考察学术思想的渊源与流变，古代典籍的类别与存亡发挥着巨大作用，在

整个目录学史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二十五史中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只有七部：

《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

志》、 《宋史·艺文志》、 《明史·艺文志》、 《清史稿·艺文志》。其它十八

史艺文志的阙如，使我国文化典籍失去了系统完整的记录。时至清代，代表有清

一代学风的考据学渐起，为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为了给科学研究提供方便，各

史艺文志的考证和补撰工作空前兴盛。补志的产生，不仅填补了各史艺文志的空

缺，而且还使一些原有的正史艺文志得到补充和完善，提高了参考价值。所以补

正史艺文志和正史艺文志一样，都具有反映一代学术文化概况，提供书目参考资

料的作用，是研究我国古代学术文化所必备的重要史料和工具，是中华民族宝贵

的文化遗产。正史七志和自清至今的多种补志，基本上构成了我国两千年来系统

完整的典籍目录，对于我们探测各个时代学术的兴起和发展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而汉代又是经学大昌的时代，研究补后汉艺文志对重现后汉著述总貌，探

究两汉学术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以来，许多目录学研究者如梁肩超、姚名达、王重民、来新夏等对正史

艺文志补撰工作有所论述，是我们对此问题进一步拓深研究的基础。本文主要采

取总体论述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在解读文本，综合比较五家补志的优

劣，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结论，进一步展现后汉学术、文化发展概况，

梳理后汉学术发展脉络。对五家补志异同的研究不仅仪局限于Lt录学方面，重点

在于将其放在清代、汉代这个大的学术背景下，离析出各家补志所体现出的不同

的学术史观及学术思想，以期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的。同时也是填

补补后汉艺文志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对进一步研究补史艺文志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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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补史志目录概述

(一)清代补史志目录兴起的原因

1．清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是补志工作兴起的客观条件

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在总体衰退之中获得了平稳发展，社会的长期稳定，促进了全面总结中国古

典文化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有一种从整体上把握和整理我国古代文

化遗产的意向。目录学家也不例外，这一点在他们的书目著作中表现的十分突出。

清代的书目，无论是官修书目、史志节目还是私家书目都显示出一种总结前代，

开肩后来的特色。而正史中艺文志的阙如和当时全面总结古典文化的需求形成了

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正史艺文志的补撰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制度上，清政府采取残酷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

实行高压恐怖政策，众多的学者、文人迫于清廷的高压政策，不敢触及现代史、

近代史的研究，只有埋首故纸堆里，进行上古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清廷编修《四

库全书》收买笼络了一大部分知识分子，鼓励他们进行繁琐的辑佚、考证、校勘。

这些在客观上整理了我国的文化遗产，而补史艺文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2．断代艺文志的变革直接引发补志工作的兴起

汉、隋、唐、宋四朝五部正史经籍、艺文志，均根据当代政府藏书目录编纂，

以记一代藏书之盛。班固删改《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以记西汉一代藏节；

《隋书·经籍志》反映了南朝和隋的图书流传面貌；《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

书·艺文志》衔接起来，也大抵能反映唐代藏书；《宋史·艺文志》虽“咸淳以后

多缺”，但其体例没有变化。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开明史馆，编修《明史·艺

文志》，如仍旧例，应录明代藏书，兼收《宋史·艺文志》所缺及辽、金、元三代

藏书。但终明一代没有一部象样的官修目录可凭据，更重要的是图书发展的实际

情况，使史志目录不得不采用新的编纂方法。明代文化教育和科学比前代有了更

迅速、更广泛的发展，刻书事业发达，宋、辽、金、元各朝之书均有刊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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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其复杂繁多的书籍。若《明史·艺文志》仍记当代藏书，势必使《明史》失

去平衡，有损于断代史的结构、体例。∞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中

也说：“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

者乎?"②《明史·艺文志》创仅记有明一代著作之新法，既符合于正史的断限，

也是历史客观发展的必然。《明史·艺文志》这一做法得以实现则赖以黄虞稷，今

本《明史·艺文志》就是依黄虞稷的《明史·艺文志稿》改编成的。康熙十九年，

黄虞稷被荐准入明史馆，承修《明史·艺文志》，根据自己的《千顷堂书目》在《明

史·艺文志稿》主要著录明代人的著作，同时补充了宋末、辽、金、元的著述。

倪灿《明史·艺文志》序恰如其分的说明了黄虞稷改制的原因、著录范围和方法。

序云：“前代史志皆录古今之书，以其中秘所藏，著一代之所有。今文渊之日既不

可凭，且其书仅及元季，三百年作者缺焉，此亦未足称纪载也。故特更其例，去

前代之陈遍，纪一朝之著述。～‘诸书既非官所簿录，多采之私家，故卷帙或有不

详。要欲使名卿大夫之崇论闳议，文儒学士之勤志苦心，虽不克尽见其书，而得

窥标目，以著一代之盛云尔”“《元史》既无艺文志，《宋志》咸淳以后多缺，今并

取二季以补其后，而附以辽、金之仅存者，萃为一编，列之四部，用传来兹”。@黄

氏这～做法， 其功用正如《隋志》补充六朝、《新唐书》补充开元后相同，将四

朝艺文志以“附”和断代的形式补附四部各类之后，达到了补四史艺文志之缺漏

的目的，开有清一代补正史艺文志之风气。

3．清代考据学风的兴盛，辑佚之学大兴促进了补志工作的兴起

有清一代学风，以考据学为最盛，清代考据学是对宋明理学游谈无根的空疏

学风的否定，自清初开端至乾嘉大盛。其优点在于考据要博览贯通，立论、驳论

要以丰富的材料作佐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故客观而可信。学者们主张文字

简朴，反对空泛的议论及浮词丽句，这种博赡和综核的要求对正史艺文志产生了

更高的要求，希望正史艺文志能提供更多的考证资料的线索，能发挥更加有效的

学术工具的作用。同时，考据学风大兴，学者们对历代重要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

考证、辨伪工作，使后人对古典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为

①焦虼采}}j通史艺文志作法纂修的《阚史经籍志》和傅维鳞采用记藏·tt的传统作法纂修的《明{5纾籍忐》，

均街失败。

②Jili刘知几《史通》，黄寿成校点，《新世纪万有文『车》，辽宁教育}l{版社．1997年3月。第16页。

③倪灿、卢文弼《宋史艺文志补》卷酋，《_二1+五史补编》第八册，中4#书局，1955年，第8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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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考证方法成为进一步完善正史艺文

志，进行艺文志补撰的有效方法。

清初，辑佚之学大兴，汉学大师惠栋首先搜集古经、古注，成《九经古义》

十六卷，其弟子余萧客辑《古经解钩沉》三十卷。《四库全书》的前期工作主要是

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共裒辑佚书达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

开官府辑佚的先河，对清代辑佚工作影响很大。辑伙学风的大兴，促进了补史艺

文志的进行，前期的补志大都采用此法，如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就是“取

蔚宗本史所载，或存于当代文献，或自古书引入，以及著录于别史和藏书家所收

录的，辑为此志”。∞正史艺文志作为辑佚的指南，随着辑佚工作范围的扩大和深

入，原有的正史艺文志难以适应辑佚的需要，正史艺文志补撰就显得十分必要。圆

4．明末清初，私人藏书丰富，为正史艺文志补撰创造了坚实而雄厚的物质基础

明末，私家藏书楼开始大量涌现，如范钦的天一阁、毛晋的汲古阁。清初，

藏书事业更是盛极一时，政府藏节也得到重视和发展。丰富的藏书为正式艺文志

补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此外，藏书家们往往把正史艺文志作为访书、

校书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正史艺文志补撰的产生和发展。王余光撰文

指出“清以来从事史志书目补辑工作的主要是江浙两地的学者，这与江浙藏书之

盛是有密切联系的。江苏23个作者中，藏书家达15人；浙江14人中，藏书家达

10人。可见私人藏书家为史志书目补辑的丰力军”。固

5．补志是历史学与目录学发展到清代的必然产物

补撰工作实有渊源，清代以前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正史中“表”、“志”的补

撰工作。据现存之书，以宋钱文了的《补汉兵志》为最早。《四库全书总目》卷八

十二“《补汉兵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文子以汉承三代之后，去古未远，

犹有寓兵于农之意，而班史无志。因摭其本纪、列传及诸志之中载及兵制者，裒

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④这种体裁为后来的补正史艺文志者所沿用。

清代史学极为发达，学者多“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史学家或专治于考证

典章制度风俗；或专治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或专治表志；还有于古代别史、杂

①邵晋涵《补续汉jts艺文志》序，《_十五史补编》第一：册，巾。芦二伟局，1955年，第2095贞。

②参李永忠《JJ：史艺文忐补撰初探》～文的相I火表述，《文献》，】996年第2期。

③于余光《清以来史忐I 5 H补辑研究》，《图Is馆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④清水珞等撰《pq库全}5总目》卷八十二，《pq部精要》第10册，j：海占籍⋯版社，1992午6月，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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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考证笺注尤为用力。学者们致力于正史的注释、考证、补修工作，与补志的

产牛有着密切的联系。清初著名学者徐炯所作的《补五代史记艺文考》三卷，就是

在对欧阳修《新五代史》注释、补充过程中直接产生的。梁肩超对此书作了很高的

评价，他说：“此体在乾嘉后各补志固所习用，清初作者尚以此书为创例也。’’①

(二)清代补史志目录的过程及成就述略

补史艺文志工作自雍正年间兴起以来，一直延续到清代灭亡，乃至民国初期，

历时近百年，纵观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形成阶段(康熙至

嘉庆初年)、发展阶段(嘉庆至道光年间)、鼎盛阶段(咸丰至宣统年间)。

1．康熙至乾隆年问为补志工作的形成时期

第一部补正史艺文志是清徐炯所撰的《补五代史记艺文考》三卷。此志完成

于康熙四十七年(1790年)。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中附补的四朝艺文，然而

在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呈进的《明史稿》、乾隆四年(1739)张廷玉完成的《明

史》中，这部分内容被删削一尽，但他的补志思想影响了后来学者，于是学者们

相继采用别的办法，单独刊行使之得以流传；或在黄氏《明史·艺文志稿》的影

响下，别辑辽、金、元三史艺文，以补三史之未备。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圆

一是在断代的综合补史著作中，吸收黄氏《明史·艺文志稿》的有关部分，使之

成为所补的内容之一。有杭世骏的《金史补阙》、厉鹗的《辽史拾遗》、杨复吉的

《辽史拾遗补》三家。杭世骏《金史补阙》中有《金史艺文志补阙》一卷：厉鹗

《辽史拾遗》中有《补经籍志》一卷；杨复吉《辽史拾遗补》中有《补经籍志》

三卷。三家虽都不是单纯的补史艺文志之作，但艺文志在各家书中皆独立成卷，

已是独立的补志之作。二是将黄补的内容增补后独立别行。先有吴骞的《四朝经

籍志》，继之有张锦云的《元史艺文志补》，卢文诏的《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

元史艺文志》各一卷，钱大听的《元史艺文志》四卷。三是在黄补范围内的别辑

工作，即金门诏的《补三史艺文志》。这一阶段艺文志的补撰其范围多限于宋末、

辽、金、元人著述，补志数量不多，内容也多是移录黄氏《明史·艺文志稿》中

①梁启超《图f5人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审合集》专集之87。中华书局，1989年，第2l页。

②参暂IS杰《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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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补的四史艺文，虽有一定增益，但比例不大。从补撰方法上看，除了继承以往

目录学的方法外，过多地注重史书的补辑工作，很少涉及到考证。如钱大昭的《补

续汉书艺文志》就主要是依据范哗的《后汉节》所载以及古书、别史与藏书家所

录东汉一代著述辑佚而成的，他的补撰的重点就在辑佚方面，仅记书名、卷数、

作者等内容，于考证所做的工作并不多。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考证学I习JlNII兴起，

即使有一定的考证方面的成果，也来不及应用于补志工作中，所以这一阶段的史

学家们就没有充分利用当时已有的考证方面的成果从而对所辑佚的文献资料进行

考证。十余种补正史艺文志中，只有徐炯的《补五代史记艺文考》对所补文献的

根据略加考证。此外，从艺文志的体例上看，著录项目也不齐全，只有少部分补

正史艺文志注明材料出处，图书存佚情况的说明也不甚详细。大部分补志采用小

注，对所著录文献的书名、作者、卷数等加以简明扼要的说明和揭示，分类体系

大多参照《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

2．嘉庆至道光年间为补志工作的发展时期

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一作一卷)的产牛是补志工作由形成到发

展的主要标志之一。还有已佚的劳颖《订补续汉书艺文志》、洪饴孙《补后汉书艺

文志》。这些补志的产生影响极大，首拓补志范围，使补志超出了辽、金、元三史

的范围，给补史艺文志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使后人认识到凡是没有艺文志的正史

都可以通过补撰达到重建一代艺文的目的。二是辑考体补志的产生，代表是道光

中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顾榱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

清代补史艺文志的发展时期，从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到顾榱三《补后汉

书艺文志》，大约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补志工作的主要特点：一是

补志范围突破了宋、辽、金、元四史的界限，拓宽了补志范围，但除了顾氏《补

五代史艺文志》外，其余皆未脱离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限界，补志范围仍

有一定局限性。二是出现了辑考体补志之作。如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和《补

三国艺文志》，这两部书虽皆是未成之作，但他在其中却运用了乾嘉经史考订的

成就，把关于考史、注史、校史以及古佚书辑本和辑本的序跋都纳入他的辑考体

提要之中，提高了补志著作的参考价值，为后人研究这两代艺文提供了可贵的资

料，同时也为补史艺文志的深入发展开创了新的途径。顾榱三的《补后汉们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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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也运用了乾嘉以来经史考订的成果，在他著录的每一部书之后，以辑考体的

方式对作者的生平和书的内容均做了考证，有的书日在资料的搜集上还超过了侯

康，比侯康辑录的内容更加详尽。这些补志工作标志着清代补修史志的活动正向

高潮发展，对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的补志影响巨大：一是启发人们，凡史书无艺文

志者皆可为之补撰：二是辑考体补志有重大参考价值和社会影响。∞虽然这时期的

补史艺文志开始采用了辑考的方法补志并提高了补史艺文志的参考价值，但这种

提要撰写方式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运用，此外这一阶段的补史艺文志在辑佚和考证

方面，还是偏重于辑佚，往往是重在把一书的佚文罗列在每书的书耳中，使补志

书目成为了一部辑本丛书。

3．咸丰至宣统年间为补志工作的鼎盛阶段

正史艺文志补撰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问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

期。_丰要是补撰者运用乾嘉学者辑佚和考证的成果和方法，把正史艺文志补撰推

上了高峰。一是补志数量骤增。据统计，从雍正九年至道光二十五年间，补志之

作合计为十五种，而晚清六十余年(1847—1911)的时间，补志之作达二十四种

之多。二是补志的范围扩大，除补正史缺艺文志者；还包括对原已有艺文志的几

种史志另撰新志，如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朱文藻《宋史·艺文志》；还有对

诸正史艺文志作注释、考证者，如姚振宗之《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汉书艺文

志条理》八卷，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七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五

十二卷，罗振玉《新唐书艺文志考证》四卷。三是从分类体系上看，这一阶段虽

然仍然以四部分类为主，但已不再囿于此而有所突破。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

补》不用四部而以“六略”分类，其体例也依《汉书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

文志并考》亦不用四部，而以“七志”分类；缪荃孙的《辽史艺文志》则分小学、

译语、实录⋯⋯释道、别集等十四类。三是从补正史艺文志的体例上看，这一阶

段的补正史艺文志著录项目比较齐全、准确和一致，尤其是能够注明所辑材料的

出处及文献的存伏情况。大部分补正史艺文志采用辑考体提要，对文献的题名、

卷数、责任者、内容、价值及影响等情况予以较充分的揭示，对一些各种材料记

载相芹的文献贝．'J／Jn案语详为考证并陈述己见，皆十分重视对学术源流和目录学史

①参曹I5杰《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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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释，从而大大提高了补志的学术水平及参考价值。在这一阶段所有的对艺文

志进行补撰的目录著作中，于辑伙和考证做的最为详尽的应该算是姚振宗了，姚

振宗是“清代能熔铸各种相关学科于一炉而终身致力于编撰目录学著作的学者。”

他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中就提出了“目录之学，固贵乎有所考证”∞的观点，

他认为“考证之学，至无穷尽，识大识小，或得或失，各就其心目所致。”在具

体的编撰过程中，他也大量运用了辑伏考证的成果，其所撰写的补志著作体例均

十分完整，每一书后或附有作者简介，书籍的内容、存佚、流传及自己的考证，

或加按语，用来说明原志的部次条例、征引取裁原委、注释诸家考辨及阐述自己

的见解等，力图使一书的本来面貌大概可见。回

①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二十土￡史补编》第1，q册，中华15局，1955年。

②参的谢芦背、吴鹏程《补史艺文志述略》棚天论述，载《黑龙江图+f5馆》，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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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代补后汉艺文志概况

范晔《后汉书》无志，刘昭作注时以司马彪《续汉寸弓》之志补之，而彪《志》

亦阙艺文。为《后汉书》作《艺文志》的，据严可均《全后汉文编》：“按《蔡邕

传》，邕上书白陈，奏其所著《十意》，案文有《律历意》、《礼意》、《乐意》、《郊

祀意》、《天文意》、《朝会意》、《车服意》、《五行意》、仅有八意。其余二意无考，

盖《地理》、《艺文》也。”是邕曾作《艺文志》，其稿大约毁于董卓、李催、郭汜

之乱。不日志而曰意，为避桓帝讳。(汉赵戒字志伯，((-TL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

作意伯，同此。)阮孝绪《七录叙》有袁山松“《后汉艺文志》书若干卷(此下当

有脱文)，八十七家亡。’’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载：“《后汉书》九十五卷，

本一百卷，晋秘书监袁山松撰。《通志·校雠略》言有《艺文志》。”据此则袁山松

亦作《艺文志》，f日为其所作《后汉书》中的一种，仍不是补史性质。∞

清儒补后汉艺文志工作自乾隆初年，已有厉鹗创其业，二百年来，继起着先

后有钱大昭、洪饴孙、劳颖、侯康、顾榱三、姚振宗、曾朴等，共计八家。厉、

洪、劳之书，今并未见。

(一)见于记载，未见其书者。

1．厉鹗(1692一1752)《补后汉艺文志》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康熙举人，博学工词。乾隆初，召试博

学鸿词不遇。性嗜书，尝馆于扬州马日珀、小玲珑山馆及杭州汪氏振绮堂，肆意

探讨，所见宋人集甚多，而又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志。著《宋诗纪事》百

卷、《南宋院画录》八卷、《辽史拾遗》十卷。《辽史拾遗》卷十六为《补辽史经籍

志》，辑录郑樵《通志·艺文略》、尤袤《遂初堂书目》等书目中辽人著述，凡四

十一种。厉氏还撰有《补后汉艺文志》、《玉台书史》一卷。其它著作有《秋林琴

雅》六卷、《东城杂记》二卷、《湖船录》一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②文廷式

①千欣夫《文献’Z讲义》， f：海Il±纪；f{版集团，2005年．第36页。

②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pq八血，列f0第‘：：七一，巾华lSJ几j标点奉，中华书局，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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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晋书艺文志》序称有此书，存佚待考。∞

2．洪饴孙(1773—1816)<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

洪饴孙字孟慈，阳湖人，洪亮吉之子。幼乘家学，沈敏好学。嘉庆三年举人，

曾任湖北东湖县知县。博极群籍，闻见既恰，心力尤锐。二十一年，卒，年四十

四。李兆洛求其遗书，得所撰《世本辑补》十卷、《三国职官表》三卷，《史目表》

三卷、《昆陵艺文志》四卷、《青棰山人诗》十卷。又撰《汉书艺文志考证》、《隋

书经籍志考证》，皆未成。@曾朴日：“洪饴孙书据《授经堂书目》仅一卷。”@

3．劳颍《订补续汉书艺文志》

劳颖字桄叔，清学者劳季言之从予。道光二十五年(1842)钱泰吉作《劳桄叔

颊订补续汉书艺文志序》云：“其(劳季言)从子桄叔取可庐之书正定之，已有写

本。大旨谓四部之名起于东晋，可庐(钱大昭)分四部当司马绍统(彪)时无此

例也，改从前志分七略；可庐从《册府》载彭宣《易传》则上涉西汉，录孙炎《尔

雅注》则下涉三国，有失断代之限，当从删除，其他不同可庐者，皆视可庐为精

审”。∞钱氏对是志评价云：“桄叔年少力学，又得季言昆弟博采诸书以佐之。此书

成，次第三国两晋而下，缀辑其坠简，辨析其源流，博洽精密，当于深甯叟(王

应麟)相颉颃，逢之(章宗源)亦不得专美于前矣!”从序言中，我们可知劳氏之

作为改编或增删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而成，“其所著录书似未能比钱(大昭)

加博”。@

以上三家补志，只见于记载，未见其书，详细情况无从知晓。

(二)现存的五家补后汉艺文志

现存的五家补后汉艺文志著作为：钱大昭(1744—1813)《补续汉书艺文志》

二卷(以下简称钱《志》)，侯康(1798—1837)《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以下简

称侯《志》)，顾榱三(1785一?)《补后汉书艺文志》二十七卷(以下简称顾《志》)，

姚振宗(1842—1906)《后汉艺文志》四卷(以下简称姚《志》)，曾朴(1872--1935)

①梁启超《图I5人辞腆·簿录之{}}|5·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书局，1989，第7页。

②见《清史列1‘》卷／’i九，巾{仁’f5 Jn)，1987年。

③曾朴《补后汉：侈艺文：占Jf：考》凸序《：十血史补编》第：册，巾华书局，1955年，第2448页。

④见钱泰吉《”泉乡人稿(埘馀稿·年潜)》卷I‘六，文海{f{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3年。

⑤梁启超《图15人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书埘，198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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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补一卷，考十卷)(以下简称曾《志》)。本论文所依据

版本分别为：钱《志》为《二十五史补编》影印广雅书局刊本；侯《志》为《---

十五史补编》影印《岭南遗书》本；顾《志》为《二十五史补编》影印蒋氏顺惰

书屋排印《金陵丛书》本；姚《志》为《二十五史补编》影印《快阁师石山房稿

本》；曾《志》为《二十五史补编》影印光绪乙未年刊本。

1．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

钱大昭(1744—1813)字晦之，一字竹庐，又号可庐。江苏嘉定(今上海市

嘉定县人)，钱大昕之胞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其学浩博无涯涣，

而思绪细密，精识，尤通史学。其兄钱大昕，淹贯经史，精校勘。钱大昭在治学道

路上，多得益于钱大昕的帮助和指导，受其影响极深。钱大昭精小学，著《诗古

训》十二卷、《尔雅释文补》三卷、《广雅疏义》二十卷、《说文统释》六十卷。

“大昭于正史尤精两汉，尝谓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话，

训话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话虽精，无益也。”∞著有《两汉

书辨疑》四十四卷、《三国志辨疑》三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一作一卷)、

《后汉书补表》八卷、 《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

《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卷首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邵晋涵序。司

马彪《续汉书》八志缺《艺文》，大昭以《两汉》、《三国辨疑》为根底，采范晔《后

汉书》所载书之流传下来的，或古书、别史、藏书家所引证和著录者，广辑东汉

一代著述，“欲以补彪(司马彪)之阙也"。②是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十六类。

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孟子类、

经解类、毖纬类；史部分为国史类，典章类，刑法类；子部未细分类；集部分为

文集类，别集类。共计著录图书三百八十一种，三千多卷(篇)。书中体例均照《汉

书·艺文志》样式，就汉代的藏书和著述情况，其补录的还算丰富。邵晋涵序谓

“其于一代著述，固已搜采无遗，洋洋美备矣!”但“以后此侯氏、姚氏所补较

之，殊览其俭陋矣”。固其所收书上及西汉，下包三国，有时不免重复误收之弊，

恐是未定稿也。在著述体例上，是志往彳丰将撰者冠于书名之上，于书名下著录卷

①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pU白．八-1．一，巾·挣l 5硒标点小，中华-fS局，1977年。

②梁启超《图lS人辞腆·簿录之fil；·官录及史忐》，《饮冰审合集》专集第87，中l仁书局，1989印，第7页。

③梁启超《图15人辞典·簿录Z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审合集》专集第87，中华-lS局，198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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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数、著者字号、籍贯、官职，间注简短考识之语。

钱《志》另有版本《积学斋丛书》本(作两卷)，《广雅丛书》本，不分卷，

《昭代丛书》一卷本(有壬寅沈楸德跋，无邵序)，《史学从书》本，《丛书集成》

本。①《书目答问》日： “己刊，有家刻本、 《昭代丛书》壬集本、南陵徐乃昌积

学斋本、广州局本。"②《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馆藏清道光十二年东武

刘氏味经书屋刘雯抄本一册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湖北省图书馆藏清

抄本一卷，清杨守敬批。

2．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

侯康(1798--1837)字君谟，原名廷楷。广东番禹人。道光十五年举人。 精

研注疏，湛深经术，为经史考订之学。⑨据陈澧《二侯传》记载：侯氏“以隋以前

古籍多亡，著书者湮没不彰，(拟)补撰后汉、三国、晋、宋、梁、齐、陈、魏、

北齐、周十书艺文志而注之。《后汉》、《三国》成经、史、予三部，馀未成。"鲫于

补志用力甚勤，贡献颇多。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和《补三国艺文志》四卷@仅

完成经、史、子三部，子部仅完成部分， “集部与佛道二录，则皆未尝措手焉。

盖其编辑未竣之初稿，非为完书”。@另有著作《后汉书补注续》一卷、《三国志补

注》～卷。

侯《志》在著录方法上有明显的进步，其著述体例，于卷首自注中发其凡云

“凡诸书见本传及《隋》、《唐》、《宋志》、《释文·叙录》者，皆不著所出，若采

自他书或附传者，则著之”并加以考证。又云“诸节卷数互异，则从其多者著录，

盖卷数之少，或是后人阙佚，非原本也”。侯《志》分卷一、二为经部，分易、书、

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群经、小学、谶纬十一类；卷三为史部，分正

史、编年、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志、谱牒十一类；

卷四为子部，分儒家、法家、兵家、农家、道家、杂家、天文、历算、五行、医

方、杂艺、小说十二类，其中兵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有录无书，空张类

目。在具体著录时，于农家之后，道家之前，增加仙释类。四部中缺少集部。共

①见来新夏《清代I-I录提要》，齐鲁l S社，1997年1月，第97贞。

②张之洞撰，范希增补II：《l 5H答nq补lI．》，J：海占籍⋯版社，2001年7月，第72页。

③见赵尔巽等《清殳稿》卷pq一八1‘：，中{仁l 5Jnj标点小，巾华j1}Jnj，1977年，第13286页。

④见缪茎孙《续碑传集》卷七七，1987年J：海占籍⋯版if：影印《消代碑传个集》术，第1209页下。

⑤原15无l，j序，亦末分卷。道光三十年伍崇曜刻入《岭南遗15》时，将’：书皆麓为pq卷。

⑥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一二1‘血史补编》第。：册，巾1仁I 5局，1955印，第2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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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图书三百九十多种，二千九百余卷(篇)。侯《志》特点为善于吸收乾嘉时代

经史考订的成果，特别是关于考史、注史、校史以及古佚书辑本和序跋，为读者提

供丰富的参考资料。侯氏并加案语，阐发个人见解，从而将补志工作提到新水平。

侯《志》另有版本《岭南遗书》本(有庚戌伍崇曜跋)、《广雅丛书》本、《史

学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3．顾榱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

顾榱三(1785-?)字秋碧，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少年时曾从姚鼐、钱大

昕问业。幼著才名，工诗赋。中年以后转向经史考订之学，对目录学颇有研究。

以司马氏、范氏书恒不志艺文，说者每引为憾，乃竭十数年之力，旁搜博采，成

《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另撰《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

顾《志》是未定稿。无凡例和序，卷九别集类有上而无下。卷十创为师承一

门，也有上而无下。有甲寅秋七月蒋国榜跋，称“稿本旧藏鲁通甫先生家，其文

孙予刚明经携之金陵，翁铁梅丈借以录副，仍以原本归之。”∞鲁氏藏本“遗失久

矣，副本幸存，弥足珍惜”。②是志按四部分类，卷一至三为经部，共十类，分周

易类、尚书类、诗类、三礼类、春秋三传类、论语类、孝经类、五经总类、小学

类、乐类，乐类不知为何排在小学之后。卷四至七为史部，共十类，分正史类、

记注类、杂史霸史类、古史类、历象类、时令类、舆地类、仪注类、科令类、别

传类。卷八为了部，共七类，分诸子类、阴阳杂家类、兵家类、医家类、佛书类、

道书类、小说类。卷九集部，分楚辞类、别集类上。未列总集。卷十创为师承上，

列述经师传记，隐显并备，虽乖录例，然资料颇丰富，有助于考镜后汉学术源流。

共分三十类，著录图书一千多种，作者冠于书名之上。在每部书之后，对作者可

考者，都简介其生平并作考证，某些书用小字注明各志所载不同卷数，而诸书之

后皆附有题要或题记。是志是辑录体，对所补图书，辑录资料，极为丰富，如郑

玄之《汉律章句》，辑录资料将近七页，此书间有案语，阐述己见。

支伟成评价此志说“既逐条疏其出处，而如《诗》小序、《书》古文，郑、贾、

①蒋⋯榜《补后汉{；艺文忐》跋，顾攘三《补后汉I 5艺文志》第174页，《_十血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

Jnj，1955年。第2304贞。

②蒋1日榜《补后汉{S艺文忐》跋，顾榱三《补后汉书艺文志》第174贞，《一：l‘血史补编》第+：册，中华书

局，1955年，第2304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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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诸儒所撰荦荦大者，辩证加详，凡群书佚文有可考者，亦复辑佚无遗。”∞。蒋

国榜谓其书有四善：一日通今，二日信古，三日正名，四日纪实。但也指出其不’

足“无凡例，无序跋，引书篇名或注或否，或详或略，甚至互讹”。圆

是志北京图书馆藏钞本二十七卷，有《小方壶斋丛书》本(二十一卷本)、《金

陵丛书》本(有冯煦跋)(十卷本)。

4．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四卷

姚振宗(1842—1906)，字海槎，，小字金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末

日录学家、藏书家。融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于一体，完成了一系列备受人推崇

的著作。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本传日：“目录之学，卓然大宗。论者谓足绍二

章之传”。自其承父命撰书目，即“喜为目录考证之学”。梁启超亦“推服无异

议’’。文澜阁主持陈训慈赞日：“清乾嘉间，越中治斯学(目录学)者，惟二章氏(章

学诚、章宗源)。越百余年有先牛，其成就且远过之，⋯虽不知名于当时，信不矜式

于百世也。”陶存煦研究认为“⋯遁迹山林，寡交游而不知昏晓者四十年，成了一

代目录学钜了"。@姚振宗对目录学的丰要贡献，在于他对历代正史艺文志和经籍

志的补撰、补注。他根据正史艺文志、列传，参考旧目录和相关资料，“竭十余年之

心力”编成《师石山房书录》三十一卷，完成了《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汉书艺

文志条理》八卷、《后汉艺文志》四卷、《三国艺文志》四卷、《隋书经籍志考证》

五十二卷及《七略别录佚文》一卷和《七略佚文》一卷等七种目录学著作。

姚振宗因观后汉兰台、东观、仁寿阁书部新记、蔡邕《十意》中艺文志稿、

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等亡佚无存；病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上及西汉，

下包三国，类例草率，不免重复误收；侯康《补后汉节艺文志》子部兵家、历算、

五行、医方、杂艺五类有录无书，集部与佛道二录未尝着于，并非完书；故另行

编辑。姚《志》序成于光绪十五年，顾《志》成书虽早，但刊行却在光绪十九年，

故姚氏未得见，仅参考了钱、侯二家之书，所收“人物撰著，悉以献帝逊位之年

(220)为断，其卒在是年之前，则无论乃心魏室，如王粲、陈琳；尽事吴朝，如

张纥、陆绩，皆比之诸侯王官属，不以汉之统系，豫假于魏王，故亦阑入《三国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人师列f簟·顺攘三传》，岳麓I S社，1998年1月。

②蒋Jq榜《补后汉二15艺文志》跋，顾攘二《补后汉书艺文忐》第174贞，《二1。五史补编》第。：册，巾华书局，
1955年，第2304贞。

③陶存煦《清姚海梯先生振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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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所载，非牵合时代，漫无断限”。∞足见姚氏断限概念之清。姚《志》之名不

冠“补"字，其自序云“不自以为补旧史之阙也”。点明了其著述的目的不仅仅是

为了补志，而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志分类大体依《隋书·经籍志》，分经、

史、予、集四部，四十二类，附以道佛，共四十四类。具体门类视当时寸亏之有无

略有增减。如经部之五经总义，史部之载记、史钞、史评，予部之杂艺术，集部

之文史，皆后起之目，而东都人士实有其书，故立此数类。著录四部及释道书籍

约一千一百余部，两千九百余卷，又二千二百余篇。

姚《志》显著特点有六：其一是著录唯求详尽，以便读者能够考见当时环境

及学术渊源。其二是某节如有近人辑本者皆举例之。其三是所著录之书皆注明出

处，较侯康书详备。其四是广为收入了后人对原书的评论。其五是对其书有疑问

者则依附《隋志》体例，以当时书之有无略为增减，佛家、道家之书则附于四部

之末。其六是断代非常谨严，人物撰著，均以献帝逊位之年断限。姚氏此书，旁

征博引，考证精详，实为诸家补后汉艺文志之冠。梁肩超也指出是志“惟过于嗜

博求全，或有并非著书，如弟了著籍、朝议、典簿等亦概收录，是其小失”。@

是志另有《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本、《适园丛书》本、《历代经籍志》本。

5．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补一卷，考十卷)

曾朴(1872一1935)字太朴，后改字孟朴，又字小木，号籀斋，别署东亚病

夫，江苏常熟县人。光绪十七年中举。学识渊博，清末积极参加以张骞等为首的

预备立宪工会，鼓吹改良主义。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

近代小说家，著有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于目录学亦有研

究，编有《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本书为曾氏弱冠时之作，其分类颇为用心，其叙

录说明设立七志及各书分类理由，承郑樵、焦弦学风，锐意辨析源流。各书考证，

颇有独到之见，足资参考。叫‘昌炽称“自叙典雅，仪似郑堂”、“后起隽才也”。

曾朴以清朝之学术盛于经史，观其师法之所出，寻流溯源，则后汉一代之文

籍，乃清朝学术之关键。范蔚宗《后汉书》只成纪、传，十志托付谢俨撰作，采

撰将毕，范晔事败，谢同时被杀，稿亦散伏。司马彪书不志艺文，袁llJ松节艺文

志已亡伙，曾朴有志网罗总括，以补前史之不足，白光绪庚寅(1890)至乙未(1895)，

①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_十血史补编》第：册，中f仁1 5局，1955年，第2305页。

②粱启超《图fj人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I 5Jnj，1989年．第8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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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六载，稿经四易，成书十卷。∞

曾《志》撰写时间和姚《志》同而互不相知，互无蹈袭。本书卷首为自叙、

叙录、凡例，补志内篇六，外篇一，“纯仿各史志，仅列书名、撰人及卷数，亦可

谓全书之目录”。考证十卷，“则仿王伯厚《汉志考证》之体而自为注也”。共收录

图书五百九十部，章篇卷数可考者八十一章，一千七百九十篇，二千三百二十一

卷。比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收录增多一百八十六部。

曾朴于此书分类颇为用心，认为刘歆之六分法，至后汉时由于学术思想和书

籍种类的变化已不完全适用，而苟勖之四分法在后汉尚不能产生，为了使分类符

合当时历史情况，遂参照刘歆、苟勖、王俭、阮孝绪诸家书目，别创部类，名之

日“七志”，即六艺、记传、子兵、文翰、术数、方伎、道佛。前六志为内篇，道

佛一志为外篇。下设细目。叙录详述设立七志及各书分隶之理由。对《隋志》、《唐

志》中对东汉书籍归类不当者，经分析予以改隶。此种分类虽新颖，然分类实非

易事，本书以五经总义入论语，以尔雅入孝经，以石经入小学等等，虽有所承，

未必妥帖；而张道陵、魏伯阳诸书，一部分入方伎，一部分入道佛j无确定界限圆。

凡例中有关收书原则，提出凡引前人论说空言泛论则不引，郢书燕说则不引，

神奇怪诞则不引，家知户晓则不引。本书考证精详，资料丰富，将诸家考证附于

书后，且多有按语，以阐明己见，颇有独到之处。断限颇严，书后附前录，纪新

莽时人，后录纪三国时人而卒于延康前者，既不杂糅，以免挂漏。末附存疑，足

见学风谨严。曾朴将《后汉书》艺文的补和考相分离，开辟了补志的新方式，方

便了使用者。曾《志》终以其分类的独特和考注的精良在众家补后汉志中占一席

地位。

是志梁肩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著录有家刻本，日本学者

长泽规矩也编著的《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著录有清光绪中锡山文苑阁排字

本(版心题常熟曾氏丛寸亏)。

①曾朴《补后汉t s艺文志，f：考》臼序，《二{。五史补编》第一一册，巾华·{5局，1955年，第2448贝。

②来新复《清代目录提要》，齐鲁}5it．，1997年1月，第278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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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家补志的综合考论

衡量一部补志之作质量高低的标准，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一是收书是

否全面、准确；二是类目设置是否精当；三是归类是否妥当；四是著录项目是否

详细、考证是否精审。下面从上述五个方面对五家补后汉艺文志作一综合分析。

(一)收书是否全面、准确。

正史艺文志是记一代藏书之盛，其节目的编制主要依据政府藏书，而补正史

艺文志的著录依据则丰要来源于图书以外的资料，如历代官修、私家书目、史传、

文集、类书、地方志等，补撰正史艺文志就是根据这些资料重建一代艺文，以记

一代著作。补正史艺文志著录文献的范围很广，既包括现存的文献，也包括已佚

的文献；既包括图书也包括金石、碑刻等资料。因此，补正史艺文志的著录原则

就是“凡所著述，悉予收录”，这样，才能使读者据以考察学术的流变兴衰。因而

评价补志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于一代著述是否搜采无遗。

1．收书数量

从收书数量上来看，姚《志》最多，收书1109种，2900余卷，又2200余篇；

顾《志》收书1000多种；侯《志》收书394种，2900余卷(篇)，其中，经部收

书197种，史部1 12种，予部85种，无集部；钱《志》收书381种，3000多卷(篇)，

其中经部收书172种，史部47种，予部77种，集部85种。这些数据显示，姚《志》

搜罗最为完备，正如姚名达所说：“姚《志》所收，多逾千种，倍于《汉志》，后

汉著述，有可考者，殆无复遗漏。非独为《隋志》所不及详，且亦远非范晔《后

汉书》所能包。欲考究后汉遗书者，其道固有由矣。①顾《志》虽然收书种数和姚

《志》相差不多，但是收录很多三国时人的作品。侯《志》其中子部兵家、历算、

五行、医方、杂艺有录无书且无集部，是未成之节，收节数量少于钱《志》，也即

仅得后汉著述十之三。曾《志》共收录图书590部，章篇卷数可考者81章，1790

篇，2321卷，和姚《志》相比亦相差较多。

①姚名达《中I：q日录学史》，l：海世纪jlj版社．2005年4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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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参梁肩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一文，综录四家著录制

一表，以示后汉一代著述之数(表中所列是部数，卷数省略)

钱《志》(种) 侯《志》 姚《志》 曾《志》

经部 207 203 247 211

史部 85 1 12 196 117

子部 94 89 228 129

集部 86 0 118 86

道佛 0 0 318 87

总数 505 404 l 109 590

(上表中曾《志》之子部系原书子兵、数术、方伎三志合计)

2．收书是否准确

艺文志的补撰除收书全面外，还要做到收书的准确，杜绝重收、误收。丁国

钧《补晋书艺文志》序强调指出：补志收书“断代著述首严弃取”。东汉的起止时

间是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姚振宗提出明确的断限理论“其人物撰著，悉以献

帝逊位之年(220)为断，其卒在是年之前，则无论乃心魏室，如王粲、陈琳；尽

事吴朝，如张纥、陆绩，皆比之诸侯王官属，不以汉之统系，豫假于魏吴，故亦

阑入《三国志》所载，非牵合时代，漫无断限”。∞姚氏《后汉艺文志》叙录日：

“嘉定钱师璨《钱氏艺文志略》日：‘《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钱大昭字晦之，

号可庐撰。’按钱氏是书《书目答问》亦云二卷，未刊。今广雅节局新彤本止一卷

二十余页。上及西汉，下包三国，类例既极草率而不免重复误收，漫无裁制，且

与《钱氏艺文志》及《书目答问》所云二卷不相合，似非其手订本。”还日：“番

禺侯康君谟《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道光庚戌南海伍崇曜刊入《岭南遗书》，跋

云‘原本无卷数，兹嫠为四卷，校订以付梓人。’按侯氏是书略依《隋书·经籍志》

四部之体，至予部小说家而止，而予部编目如兵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

五行类无一书。集部与佛、道二录则皆未尝措手焉。盖其编辑未竣之初稿，非为

完书。今所辑称侯《志》者，即是其本。”固姚《志》写作之时，钱《志》、侯《志》

业已刊行，姚《志》在著录过程中多次引用钱《志》、侯《志》，并对其分类不当

①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十五史补编》第一二册，中华10局，1955年，第2305页。

②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十血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二tS J-]，1955年，第230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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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籍以及误收的部分进行了修改。正如姚氏所说：“予始为《后汉》、《三国》艺

文志，矫钱氏(大昭)、侯氏(侯康)所未备。”曾《志》的时间断限与姚不同，

他说：“凡曾仕莽朝，经受魏职，虽逮事光武，卒于建安者，悉不著录。”曾《志》

对《隋志》、钱《志》、侯《志》中误收书籍也加以改定。本论文立论分析，悉准

姚氏的断限时间。下面结合具体例了分析各家收书中存在的误收现象。

沛献王辅《论语传》一书，钱《志》经部论语类收录，顾《志》经部论语类

亦收入。姚《志》考证日：“《经义考》有沛王刘辅《论语传》。今考本传，非是，

故不录。”可知，沛献王辅《论语传》一书当不录，应从姚说，侯《志》、曾《志》

亦未著录。

陈元《左氏训诂》一书，钱《志》注日：“《释文·叙录》作《左氏同异》。”

侯《志》为陈元《春秋左氏训诂》，注日：“一作《寿氏同异》。”顾《志》为陈元

《春秋训诂》注日：“元，字长孙，少传父钦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

里通。建武初，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帝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

人，元为第一。《经典·叙录》：‘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曾《志》

陈元《春秋左氏训故》卷数佚。其考日：“陆德明日：‘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

氏同异》。’’’据此可知，上四家均认为《左氏训诂》和《左氏同异》二者为同一书。

姚《志》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姚《志》日：“按侯《志》以此书谓即《训诂》，今

考本传，《训诂》乃为其父书而作，此《同异》盖别为一书。考《儒林·李育传》

云：‘育读《左氏传》，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

盖即指此书，又似因范升辨难，为此《同异》，以申左氏也。"

钱《志》在收书时就存在断限不严的问题，从而导致误收。经部易类收入彭

宣《易传》，上涉西汉：经部尔雅类收入孙炎《尔雅注》，下包三国。史部国史类

著录《东观汉记》、《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汉记》三种，实则后两种皆在《东

观汉记》中，属于重复收录。予部著录甄叔遵《七曜本起》三卷，作者是后魏时

期人，钱大昭误认为是曹魏。

钱《志》经部礼类收录郑玄《仪礼音》，注日：“《七录》二卷，《释文·叙录》

二卷。”还收入《礼记音》，注曰：“《七录》一卷”姚《志》对此已有考证，日：“《释

文·叙录》有郑玄《二礼音》各一卷，隋、唐《经籍志》又云《周官音》三卷、《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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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音》二卷、《礼记音》二卷。《唐·艺文志》又有《周官》、《礼记音》各三卷。

并后人所作，不录。”顾榱二《补后汉书艺文志》经部三礼类亦收录郑玄《周官音》

一卷、郑玄《仪礼音》，同样是误收之作。

侯《志》经部春秋类收录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注日：“一作《左

氏长义》。”钱《志》著录为贾逵《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顾《志》著录为贾逵

《春秋左氏长经章句》注日：“《隋志》二十卷，《旧唐志》三十卷。”曾《志》著

录为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注日：“难《公羊》、《毅梁》。”姚《志》

按：“侯《志》以此书谓即《长义》。今考隋、唐《志》并以此书冠《解诂》之前，

皆日《章句》，其《长义》止四十一条，安有二十卷之多，且其体近论难，亦安得

有《章句》之目。《通志略》亦列此于春秋经类中，实为经注，其《解诂》三十卷

与《国语》同上显宗者则传注也。马氏玉函山房有辑本一卷，裒录本传所载《左

氏大义》奏传注所引《左传》、《公羊》及徐彦疏引《大义》残文二节为一帙。以

《大义》为《长义》，又以《长义》为《长经》，皆非也。”，可知，侯《志》认为

《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与《春秋左氏长义》为同一书是错误的。姚《志》另收录

贾逵《春秋左氏长义》四十一事。注日：“孔颖达《左传序疏》日：‘章帝时，贾

逵上《春秋大义》以抵《公羊》、《毂梁》，又于左氏作《长义》。’按此言‘又于左

氏作《长义》’是亦以为《大义》在前，《长义》在后，截然两书也。赖有此一书

使后人得以寻求，而侯氏《志》反以为误。"

侯《志》经部小学类收录郭训《杂字指》，又著录郑康成《字指》，姚氏考证

二者实系一书，属重收。姚氏按：“《旧唐志》误作郭玄。《文选注》传写又误‘郭’

为‘郑’，以为郑玄《字指》。钱塘汪师韩辑选注《群书目录》遂以郑康成《字指》

列目，孙氏《志》祖以为误，是也。

侯《志》经部书类收录《尚书义问》三卷，而钱《志》、顾《志》、姚《志》、

曾《志》均未著录。侯《志》著录为：“《尚书义问》三卷，郑康成、王肃及晋孔

晁撰。《经义考》谓此书乃孔晁采郑康成及肃参以己见者，则当属之孔晁，不属郑、

王，然无显证，姑录之”。对此节，姚振宗予以判断，姚氏日：“侯《志》有《尚

书义问》三卷，乃晋人所编，今不录。”曾《志》亦予以考证，曾《志》按：“侯

氏载此，非。王肃、孔晁一为魏人，一为晋人，安得以魏晋之人撬入后汉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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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意此书必系孔晁采集郑王二家之注，参以己见，故王钦若《册府元龟》云：‘晁

为五经博士，撰《尚书义问》三卷’。以此书专属之晁即其确证。"确应当从曾说。

顾《志》经部书类下收录郑玄《尚书音》，其著录为：“郑玄《尚书音》，《七

录》一卷。陆德明日：为《尚书音》者四人，孔安国、郑康成、李轨、徐邈。”其

余四家均未著录。曾《志》考证日：“《隋志》及《释文》均有郑康成《尚书音》，

陆德明以为汉人不作音，后人伪托。兹据其说斥之”。

顾《志》经部周易类收录孙炎《周易例》，三礼类收录孙炎《礼记注》。春秋

三传类收录孙炎《春秋例》、《春秋三传注》，经部小学类收录孙炎《尔雅注》，在

断限问题上亦不谨严。

通过分析，姚《志》提出明显的断限理论，收书谨严而准确，曾《志》亦按

照自己的断限理论收书，多有考证，其余三家均未有明确的断限理论，存在较多

的误收现象，尤以钱、侯二家为甚。

(二)类目设置是否精当

分类是撰写目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书籍进行合理的分类，可以有效地保存

图书，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类目设置是编写书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它体现着辨章学术的目的，反映着学术的发展流变。类目完善谨严，在一定程度

上能起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作用。

1．分类方法采用四部分类法和“七分法"

五家补后汉艺文志的分类方法从整体上分为两类，一为四部分类法，一为七

分法。我国古典书籍的分类方法从汉代到清代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七分法”的源

头可追溯至西汉刘向、刘歆父予的《七略》和刘宋时期王俭的《七志》，但真正使

用“七分法”的是梁阮孝绪的《七录》：一经典录，二纪传录，三子兵录，四文集

录，五术技录，六佛法录，七仙道录。前四录虽}J经、史、子、集之名。

“四分法”可最早见于西晋简勖的《中经新簿》，分为甲部(相当于后来的经

部，包括文艺和小学)、乙部(相当于后来的予部，包括诸予、兵书和术数)、丙

部(相当于后来的史部，包括史纪、旧事和杂事)、丁部(相当于后来的集部，包

括诗赋)。后来东晋王充在编著《晋元帝书目》时作了变动，分为甲部(相当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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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经部)、乙部(相当于后来的史部)、丙部(相当于后来的子部)、丁部(相当

于后来的集部)，四部的顺序即确定。“四部分类法”可能最早固定在《隋书·经

籍志》中，沿用至今。《隋志》参考李充、阮孝绪，用李充的顺序，用阮孝绪的名

称，确定经、史、子、集之名，从此四分法成为书目的定论。自唐初修《隋书·经

籍志》确立四部分类法以后，一直以来官簿私录绝大多数均沿袭了这一分类方法。

尤其自清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以来，四部分类法达到其全盛时期。

五志之中，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顾

榱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均采用四部分类法，具体类

目设置则取舍于《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

钱《志》沿袭《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方法，全书采用四部分类法，共分四

部十六小类。经部分为十一类，史部分为三类，予部未分类，集部分两类。史部

国史类不仅著录正史类书籍，如班固《汉书》百篇，还著录了起居注、章奏、杂

传等类目的书籍。在集部的分类中，文集类著录的是个人的文集，如《桓谭集》

二卷；别集类则著录有关歌赋的著述，如贾逵《神雀赋》。经部十一类，尚有条

理；史部仅国史、典章、刑法三类，漏失惊人；予部不分类，杂乱无章；集部两

类，文集以收诗文，别集以录赋颂，历来簿录家未有此例。总之，钱《志》的分

类从总体上看显得极草牢和杂乱无章，颇有可议之处。

侯《志》虽按四部分类但亦不完整，至予部小说家而止，而子部中农家、兵

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五类有录而无书，著录中却无故多出仙释一类。集

部阙如，佛、道二录更未尝措手，所收各类，又多不备。综观所补，仅得后汉著

述十之三。因此，侯《志》的分类也不完整、不系统。

顾《志》亦按四部分类法，共分三十类。但顾《志》亦非卷帙完整者，卷九

别集类有上而无下，卷十师承一门，亦有上而无下。有些类目名称似可推敲，经

部乐类不知为何排在小学之后，子部既设诸子，又设阴阳杂家、兵家，削弱了类

目的严谨性。顾《志》分类的创新之处就是卷十创为经学师承上，列述经师传记，

隐显并备，资料丰富，有助于考镜后汉学术源流。

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沿袭《隋志》并参以《四库全书总目》，分经、史、

子、集四部，附佛经、道经书于四部之后。姚《志》能顺应学术发展，根据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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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具体情况设置类目。

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没有采用四部分类法，而是“创立部目，斟

酌出入，分为七志’’∞， 即六艺、记传、子兵、文翰、术数、方伎、道佛。前六

志为内篇，道佛一志为外篇。，实际上，六艺志相当于经部，记传志相当于史部，

子兵志、术数志、方伎志相当于予部，文翰志相当于集部。

2．五家补志的具体类目设置

五家补志的类目设置上，沿袭了我国史志目录的传统类日。例如经部的易类、

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小学类；史部的正史类、编年类、

杂史类、起居注类、故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子部的儒家类、

道家类、法家类、兵家类、农家类、杂家类、医家类、小说家类、天文类、历算

类、杂艺术类；集部有别集类和总集类。

除沿袭传统的类目外，补撰者都顺应学术发展，创立新的类目，史学家提出

“其门类则以书之有无为断”②的观点，姚振宗说： “经部之五经总义；史部之载

记、史钞、史评；予部之杂艺术；集部之文史，皆后起之目而东都人士实有其书，

固立此数类以著其朔，亦非杂糅古今，漫无区别焉’’@。补撰者根据一个朝代的具

体图书情况吸收了《隋志》四分法以后出现的一些新类目，以反映图书发展变化

的客观事实。五家补志在经部类目的设置上均设置了论语、孝经类。顾榱三案：

“孟子入诸了，尔雅入小学类，故断自论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设置论

语、孝经两类；阮孝绪《七录》之《经典录》设置论语部、孝经部； 《隋书·经

籍志》经部设论语、孝经类；郑樵《通志·艺文略》经部亦设孝经、论语类；孙

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经部亦设孝经、论语类；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设孝经

类，不单设论语类，而将论语放入四书类。五家补志均设置论语、孝经类，一是

传承《汉书·艺文志》的类目设置方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论语》、《孝经》

在东汉地位的上升。

(1)钱《志》类目设置评析

钱《志》设经解类，突破《隋志》旧例，以充分反映后汉时期经学整理研究

①曾朴《补后汉-{s艺文志){：考》口序，《_十_豇史补编》第：册，中乍书局，1955年，第2448贞。

②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爿{=，《：-1．血史补编》，巾。产}S局，1955年，第2305贞。

③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一二l’血史补编》，中华⋯nj，1955年，第2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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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盛和取得的成绩。钱《志》单设孟子一类，以此说明后汉时期孟子地位的提

升。孟子类著述，侯《志》入子部儒家类，顾《志》入予部诸子类，姚《志》入

子部儒家类，曾《志》入了兵志儒家，均未独立。但是钱《志》经部设尔雅类，

而其余四家均为小学类。钱《志》尔雅类仅收书三种，而像许慎《说文解字》、

郭显卿《字指》等本该入小学类的书却入经解类，似不妥。钱《志》未设乐类，

使后汉有关乐类的书籍没有得以记录保存，不能完整的体现后汉时期的图书著录

情况，这也是其类目设置的缺漏之弊。

国史一类的设置开始于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 《遂初堂书目》的国史

类只收录宋代史书，从而在史部分类中开辟了当代史的先例。明代的《文渊阁书

目》沿袭了这种做法，将当代帝王之书及御制诗文集等并为国朝类。钱《志》未

用正史之名而列国史类，著录班彪《续太史公书》、杨终《删太史公书》、班固

《汉书》百篇，但又著录了《显宗起居注》、 《建武注记》等，显得杂乱无章，

钱《志》史部分类过于简单，显得十分草率。

(2)侯《志》类目设置评析

侯《志》类目设置沿袭《隋书·经籍志》，经、史、子三部分类比较细化，

且经部设群经一类，较五经总义更为妥当，著录如许慎《五经异义》、郑康成《驳

五经异义》、郑康成《六艺论》一卷等书籍，但侯《志》集部未分类，笼统著录，

显得不够完备，亦不是完美之作。

(3)顾《志》类目设置评析

补史艺文志在类目的设置上出现了合并与减损，主要表现在子部的类目设置

中。因为后世论及诸子之类的书籍甚少，而补志又是记一代著述，如果各自立类，

显得繁琐，于是补史艺文志之作对这些类目或删除不录，或合并为一类。五家补

志之作，顾榱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在子部设置了阴阳杂家类，这也是顾《志》

类目设置的一大创新之处。顾《志》分类出现类目合并的现象，子部第一类目为

诸了类，合并众家著作。

顾《志》经部设五经总类，可能是参照《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法进行设

置的。史部的别传、时令两目亦是参照《总目》而设置的。顾《志》史部将杂史、

霸史合并为一类，而《隋志》的伪史、霸史则单独设类。顾《志》分类不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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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一是经部将乐类放在小学类之后，而其余四家乐类均在小学家之前。二是

把历象类置于史部之下，这是不科学的。 《汉书·艺文志》将天文历法归于数术

类， 《隋书·经籍志》将天文、历算与五行分开，各自平行列类于了部之下，以

后的史志目录大都沿袭了《隋志》的分类方法。唯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

陈振孙的《直斋节录解题》和《四库全书总目》把天文历算合并为一类，但所有

的史志目录都把历算类放在子部之下。

(4)姚《志》的类目设置评析

姚《志》的类目设置沿袭《四库全书总目》之外，间取《隋书·经籍志》以

济其短，与后汉的著述基本适合。经部参《总目》设五经总义类，史部则糅合《总

目》和《隋志》，设置了《隋志》有而《总目》没有的起居注，设置了《总目》

有而《隋志》没有的史钞、史评、载记。史钞这一类目创始于《宋志》， 《宋志》

于别史类后设置了史钞类。但姚振宗认为后汉已有史钞一类的书，他说：“自后

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名其志云，是

史钞之学起于后汉，其书则自卫飒《史要》始”①。《新唐书·艺文志》将刘知几

的《史通》这部历史评论学的著作著录在集部文史类，原因是当时此类书籍太少，

不具备独立设类的条件。宋代已降，此类书籍日益增多，需要单独设一类目，因

此晁公武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设立史评类，附史部，从而开创了史评类这一新

的类目。此后的公私簿录，有的沿袭这一名称，如《总目》、 《书目答问》等；

有的则加以更名，如《遂初堂书目》、《千顷堂书目》更名为史学类；王应麟《玉

海》则更名为论史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将史评史钞合为一类。

姚振宗认为：“考后汉人亦有论史事之文，是史论之最古者"②。因此，姚氏在史

部设置史评类，著录了范升《条上左氏及太史公违戾四十五事》、班彪《前史得

失略论》、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不合十余事》、蔡邕《奏汉记十意》四部图书。

载记一名，本是《总目》改伪史、霸史而立，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按： “《班

固传》：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 《载记》二十八篇

奏之。’载记之名盖始于后汉《东观记》，今录后汉艺文以《越绝书》等旧列于

①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第5卜一s3贝，《‘：十』i史补编》第：册，中f仁}0局，1955年。第2355．2357页。

②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第5l一53贞，《二I‘血史补编》第．：册，中f仁‘}5硒。1955年，第2355．2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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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史霸史者别立为此类。”∞姚氏还在集部设立文史类目，他说：“《隋·经籍志》

以诗文中之解释评论者并附见于总集篇。 《崇文总目》始于别集后立为文史类，

《唐·艺文志》又兼用《隋志》之例，次总集末。今变其例，以诗赋论颂之关乎

史事者类为此篇，其文皆发扬盛美，润色鸿业，朝夕论思，日月献纳，非私家编

录所比，故冠于别集类之首焉”圆。著录光武《受命中兴颂》、临邑侯《复汉德颂》、

琅邪王京《颂德诗赋》等一十二家一十三部。固

姚《志》在类目设置上别有创新，采用了“类中分类”的方法，对每一部下

的小类又进行了细化。在《后汉艺文志》中姚氏对经部的易类、书类、诗类、礼

类、春秋类、小学类，史部的杂史类、仪制类、杂传类、地理类，了部的儒家类、

道家类、杂家类、天文家类、历算家类、五行家类、杂艺术家类和集部的楚辞类

都予以类中分类。“类中分类”使图书分类体系更加清楚明了，层次井然，达到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目的。

姚氏《后汉艺文志》易类分为施氏易、孟氏易、费氏易、京氏易、不知丰何

家五属：书类分为欧阳尚书学、古文尚书学、不知丰何学三属；诗类分为齐诗学、

韩诗学、毛诗学三属；礼类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礼杂礼书三属；春秋

类分为春秋左氏学、春秋公羊家学、春秋毂梁家学、春秋三传及驳释论难之属；

小学类分为为训诂之属、注续前代字书之属、新旧字书兼解释之属、新撰字书之

属、音韵之属。史部杂史类分为注撰前代书、新撰二属；仪制类分为朝廷典礼、

私家记述二属；杂传类分为注训前代传记、总录传记、郡国传记、别传家之有撰

人者、别传家之无撰人者、儒林弟子籍六属；地理类分为宫殿都会总志之属、州

郡之属、外记之属、杂记之属。子部儒家类分为注述前代书、撰著之属；道家类

分为注述道家书、撰著之属：杂家类分为注释前代书、撰著之属；天文家类分为

注释天文家书、撰著之属；历算家分为王历(凡当时行用者，不行者，后世行用

者)、杂历、漏刻、律历并历议、算数；五行家类分为注述前代书、林占之属、

杂五行1亏、祥异；杂艺术家类分为画之属、书之属、杂艺之属、杂术之属。集部

楚辞类分为注解、撰著。姚氏在具体分类时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对所录图书或按

①姚振宗《后汉艺文忐》第5l贝，《__：I。五史补编》第一：册，巾华fS局，1955年，第2355页。

②姚振宗《后汉艺文忐》第112页，《二I。血史补编》第。：册，巾4仁1 0Jnj，1955年，第2416页。

③参伍媛媛《补史艺文志的分类特点》，载《图15Jf奇报上作》，第52卷第4期，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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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内容，或依据图书著录的时间先后进行分类。正如郑樵《校雠略》中所说

的“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聚分。”姚《志》经部易类、书

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小学类，史部仪制类、地理类，子部历算家、杂艺术

家类都是根据图书的具体内容来分类的。

姚氏“类中分类”的方法使类目设置更加精细，条理备具，层次井然，极大

方便了后人的阅读和使用。

(5)曾《志》类目设置的评析

曾氏在《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白序中交代著书时已得见钱《志》和侯《志》，

对《钱》志、 《劳》志的分类方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后汉一代，盖由升平而

转衰世之枢也，作之志者，使如侯氏(侯康)之例，分部立目，悉仿《隋志》，

彼出此入，漫无古心，是则以魏晋之尺而量商周之钟，以郑卫之器而奏萧昭之乐。

其为乖戾，固不待言，此所谓溺时者。”∞指出侯《志》分类方法的不当。曾氏又

言： “劳颍书渭钱大昭书分四部，司马绍统时无此例，该从前志分七略，此则稽

古之懿言而亦非通时之核论也。"圆

曾《志》在分类问题上提出己见，确有创新，曾氏以为筒勖之四部分类法非

后汉时所有，而刘歆之六略后汉亦不适应，为了使分类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乃

参酌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诸家书目，别创部门，命为七志。前六志为内篇，

后一志为外篇，外篇后附前录(记新莽时人)、后录(记三国时人卒于延康前者)、

存疑三篇。

其《补后汉书艺文志》叙录具说建立七志及各书分隶之理由。曾氏说： “至

后汉而史家大盛，自成专门，如肆人晋冯、班固、刘珍等之正史；何英、苟悦、

刘艾等之古史，马皇后、杜抚之起居注⋯⋯各就一端，互相祖述，卷帙繁重，势

难分隶，兹特别立一志，次之经后，依阮孝绪《七录》之例日记传志。”固

又言“《七略》兵书别立一略， 《汉志》因之，王俭《七志》亦有《军书志》

记兵书。此志兵书只有杨由一家，不能自立一志，若附之他类，殊失古法，兹特

次于诸子之后存其日，依《七录》之例日了兵志。”④

又言“《七略》有诗赋略， 《汉志》因之，分为四类，皆不记杂文。后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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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士往往自裒所著，凡诗赋、杂文合为一帙，已开后代别集之端，故《隋志》

日：别集，东京所创也。若乃题诗赋，未免名实不符；直题文集，则后汉究无集

名。观范《书》诸列传，载其人平生文章，但日所著某某若干篇，不日文集若干

卷可知。兹斟酌二者之中，依王俭《七志》之例日文翰志。”∞

又言： “至后汉，张道陵、宫崇、戴孟等始以符篆斋醮之术号召天下，伪造神

书，则道经之出，盖自后汉始。佛家先不行于中国，明帝感梦，乃令郎中蔡情、博

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遇释摩腾，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一卷，明帝甚重其

书，缄之兰台、石室。自后，竺法兰、安世高、支谶等俱自其国来汉，缁释佛经。

至桓灵之代，佛经译出数百部。是中国之有佛经，亦自后汉始，志之以昭世变也。

依《七录》之例日道佛志，又依王俭《七志》道佛附见之例名之曰外篇。’’②

以上论诸志大目。

曾氏详细论述大目设置之理由后，又具体介绍子N设置之缘由。曾氏日：“六

艺志子N悉遵《汉志》，惟纬候之学，后汉独盛。光武即位中元元年即宣图谶于

天下，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后世争习。图纬谓之内学，⋯⋯郑兴忤之而见疏，

桓谭非之而远贬，盖当时尊信过于六经，使如王俭《七志》之例入之阴阳，不足

以昭时尚也，特升之六艺之末，依《隋志》之例名为纬候。”@

又曰：“史部予目《隋志》日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

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兹并正史、古史、起居注为一，从

《中经簿》之例日史记。史者，时王诏定；记者，近侍所录也。各家私述古今者，

则从《隋志》之例日杂史。职官、仪注、刑法皆国家之旧事也，从《中经》之例

总日旧事而仍分为三类，日旧事职官、旧事礼制、旧事律令。盖窃取《汉志》兵

家、诗赋之例也。记一方之先贤传，一人之逸事者。从《七志》、《隋志》之例

日杂传。地域亦史官之职，王俭入之图谱，失之，兹以殿记传也。"够

又日：“子兵志中阴阳、名、墨三家皆无其书，兹存其目以俟能者补之。"固

以上论子目设置。

《六艺志》书之次第，悉分家数，每家之中，仍以时代先后为次，家数无考，

则附于末。如易类景(鸾)、洼(丹)，施氏易也。袁(京)、樊(英)，孟氏

页贝页页贝

9

9

9

9

0

4

4

4

4

5

4

4

4

4

4

2

2

2

2

2第第第第第年年印年年

5

5

5

5

5

5

5

5

5

5

9

9

9

9

9。可。川．川．川．川

i
5

5##仁仁挣

；f
f巾巾中巾巾册册册册册

．．

．-

．

．．

．．一第第第第第》》》》》编编编编编褂褂衬补褂史史史史史五五血五五《《《《《录录录录录叙叙叙叙叙》》》》》考考考考考拼撕刀刀拼上心上心上心上心上心文文文文文艺艺艺艺艺汉汉汉汉汉后后后后后村科褂补补《《《《《村村柑朴村曾曾曾曾曾①②③④⑤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易也。郑(康成)、苟(爽)、宋(忠)，皆费氏易也。冯(颢)、袁(太伯)，

则家数无考者也。

其余六志书之次第，则一以时代为次。

曾氏在叙录中说明了这样分类的理由，旨在承郑樵、焦弦之遗风，锐意辨析

流略，意在反映后汉学术发展的历史情况，较其余四家，颇为独特。但曾《志》

平分七志而六艺志殆占全书之半，也有可议之处。

综上所述，五家补志在类目设置上以姚《志》最为恰当，姚氏因书设类，不

固守前人的做法是十分严谨科学的，既符合后汉时期图书发展的历史乘1现状，也

反映了后汉学术发展的面貌。同时，姚氏类目设置多有创新，设置“类中分类”，

形成了部、类、属这样一个三级的框架系统，有利于考镜后汉学术源流。曾《志》

分类独特，旨在辨析流略，以期通过分类来反映后汉时期学术发展流变的历史情

况，并阐述分类理由，可谓谨饬有法。钱《志》、侯《志》、顾《志》均是类目

不完之作，难称佳作。

附：五志分类表

钱《志》 侯《志》 顾《志》 姚《志》 曾《志》

l易类 1易 1周易 1易 1易

2节类 2书 2尚书 2鹊 2书

3诗类 3诗 3诗 3诗 3诗

4礼类 4礼 4三礼 4礼 4礼

5乐 10乐 5乐 5乐

5春秋类 6春秋 5春秋三传 6春秋
—L

6春秋／、

经 经 经 经

部 6论语类 8论语 6论语 8论语 艺 7论语
部 部 部

7孝经类 7孝经 7孝经 7孝经
j：

8孝经Jl!一

8尔雅类

9孟了类

10小学 9小学 10小学 9小学

10经解类 9群经 8五经总类 9五经总义

1 1毖纬类 1 1谶纬 1 1谶纬 10纬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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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史

1 古

1国史类 l正史 1正史 1正史 史 史

记 起

居

注

2典章类

2编年 4古史 2编年

3杂史 3杂史霸史 3杂史 2杂史

4起居注 2记注 4起居注 记

传 职

：b
官Jt!一

3

礼
5故事 8故事 旧

史 史 史 史 制
事

部 部 部 部 律

令

6职官 9职官

7仪注 8仪注 10仪制

3刑法类 8刑法 9科令 11刑法

9杂传 10别传 12杂传记 4杂传

10地志 13地理 5地域

ll谱牒 7舆地 14谱系

5历象

6时令

5载记

6史钞

7史评

15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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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 1儒家 予 1儒

-

2法家 l诸子类 3法家 兵 4法

予 4农家 子 了 5农家 =b 9农家儿!小

未细分类
部 3兵家 部 3兵家类 部 4兵家 数 11兵

5道家 6道书类 2道家 术 2道

6杂家 2阴阳杂家类 6杂家
=b

8杂家，(!小

7天文 8天文家 12天文

8历算 9历算家 13历算

9五行 10五行家 14五行

10医方 4医家类 11医家 17医经

子 11杂艺 12杂艺术家 15杂占

部 12小说 7小说类 7小说家 10小说

5佛书类
方

5名(阙)
伎

=b 6墨(阙)
儿!一

7纵横

3阴阳

(阙)

16形法

18经方

19神仙

20房中

文集类 4总集
文 诗赋

集 别集类 集 集 2别集类上 集 3别集
无集部 翰

部 部 部 l楚辞类 部 1楚辞 士 杂文Jl!小

2文史

佛经 道 佛经

佛
道书 道经

志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三)归类是否妥当

五志分类大致情况上文已有概述，除分类外，所收各书的入类也存在差异。

下文通过各家对具体书籍的不同归类进行分析，以期窥见各家归类的妥当与否。

崔篆《周易林》六十四篇，张满《周易林》，许峻《易灾条》、《易林》、《易诀》、

《易杂占》，钱《志》入经部易类，姚《志》入子部五行家林占之属。顾《志》崔

篆《易林》、张满《易林》入经部周易类。曾《志》许峻《易灾条》、《易林》、《易

诀》、《易杂占》入数术志杂占类。

按：许峻《易灾条》、《易林》、《易诀》、《易杂占》等书丰要讲杂1-之术，姚

《志》入子部五行家，曾《志》入数术志杂占类更为妥当。

《周易版词》，钱《志》入经部易类，顾《志》入经部周易类，姚《志》入五

行家林占之属。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侯《志》入子部仙释类，姚《志》

入道书类，曾《志》入方伎志神仙类。

杨终《春秋外传改定章句》十二篇、郑众《国语章句》、贾逵《国语解诂》二

十一篇，钱《志》入经部春秋类，姚《志》析入史部杂史类。侯《志》杨终《春

秋外传》十二篇、郑众《春秋外传国语章句》、贾逵《春秋外传国语注》亦入经部

春秋类。顾《志》杨终《春秋外传》十二篇、贾逵《春秋外传国语解诂》、郑众《国

语训解》同样入经部春秋三传类。

樊光《尔雅注》三卷、李巡《尔雅注》三卷，钱《志》入经部尔雅类，侯《志》

入经部小学类，姚《志》亦入经部小学类，曾《志》入六艺志孝经类。

按：钱《志》单设尔雅类，未设小学类，本应入小学类的书籍却入经解类，

如许慎《说文解字》十四篇、郭显卿《字指》。曾《志》樊光《尔雅注》、李巡《尔

雅注》不入六艺志小学类而入孝经类，此分类方法可能沿袭班固《汉书·艺文志》

以尔雅附孝经家的作法，似有不妥。

曹喜《笔论》一卷，崔瑗《篆草势》，蔡邕《篆势》、张芝《笔心论》五篇，

侯《志》入经部小学类，姚《志》析入子部杂艺术类。

按：《四库全书总目》依《汉书·艺文志》小学类的范围收书，将讲幼仪的书

入儒家，讲笔法的书入杂艺类，讲蒙求的书列入故事类，便于查阅记诵的书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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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类。姚《志》的分类可能更多的参照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姚《,士J、122,》

将曹喜《笔论》、崔瑗《篆草势》、蔡邕《篆势》、张芝《笔心论》等讲解书法理论

的节归入了部杂艺类是合理的，当从姚说。同样，顾《志》将崔瑗《篆革势》、崔

瑗《隶书势》、崔瑗《草草势》、蔡邕《篆势》、蔡邕《隶势》、蔡岜《笔法》皆归

入经部小学类。曾《志》将曹喜《笔论》、张芝《笔心论》亦归入六艺志小学类。

曾氏日：“古之小学，形声训诂而己，其论点画之疏密，结构之纯杂，则道而近乎

艺矣。然后汉之时，曹喜、崔瑗、张芝、蔡邕之伦，并以此术擅名一时，著为论说，

以启后学，虽无关宏旨，亦小学之支流别派，不可废也，兹仍隶之小学家。”①按：

姚《志》分类更为合理，当从姚说。

蔡邕《女师篇》，侯《志》、顾《志》入经部小学类，姚《志》析入予部儒家。

侯《志》一字石经八篇②入小学类，曾《志》石经七篇入六艺志小学类，姚《志》

析入五经总义类，著录为《熹平石经》八部。

按：《隋书·经籍志》经部小学类“梁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班固《太甲篇》、

《在昔篇》，崔瑗《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

篇》合八卷，亡。”侯《志》、顾《志》可能依《隋志》过录。谢启昆《小学考》

文字类：“蔡氏《女史篇》，《七录》一卷。此篇四字或三字为句，便于女子初学成

诵者。首有‘女史’句，故以名篇，后世女《千字文》所由叻也。’’ 由此可知，

蔡邕的《女史》乃讲幼仪之书，故姚氏入子部儒家类。

《牟子》二卷，五志隶属类目不同，钱《志》入子部，侯《志》入子部道家，

顾《志》入予部诸子类，姚《志》入子部儒家类，曾《志》入．了兵志道家。

按：此书各家著录类目不一，侯《志》认为《牟子》二卷，一名《理惑论》。

侯氏认定《隋志》将其列于儒家，不若《唐志》列于道家为善，遂从《唐志》，列

入子部道家。顾《志》《牟子》注日：“《隋志》儒家《牟子》二卷，后汉太尉牟融

撰，《唐志》入道家。案：藏经本《牟予》入佛《弘明集》，平津馆丛书有辑本。”

曾《志》《牟予》二卷注日：“一云太尉牟融，一云牟子博传。”曾《考》日：“一

名《理惑论》，《隋志》二卷，新、旧《唐志》同。”曾《志》认为应从《唐志》，

①曾朴《补后汉艺文志，f：考》叙录，《一：，l。五史补编》第⋯：册。 中华书局．1955年。第2450页。

②指‘字石经《周易》三卷、 ‘字石经《尚IS》人卷、一字石经《鲁诗》，i卷、 ‘字石经《仪礼》九卷、一

字石经《礼让》、一字石经《春秋》’。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_二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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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子兵志道家类。姚《志》了部儒家著录“《牟子》二卷，牟融撰。”姚按：两《唐

志》道家有《牟子》二卷，牟融撰。其书亦名《理惑论》，乃灵、献时苍梧人所作，

一云牟了博所传，与此别为一书。姚氏认为两《唐志》著录的《牟子》二卷，又

称《理惑论》，与牟融撰《牟了》非系一书。姚《志》在予部道家类又著录牟子《理

惑论》三十七条。姚氏认为《隋志》儒家著录的《牟了》谓即此牟子《理惑论》，

恐非是。姚引临海洪颐煊校刊序日：“《隋志》《牟了》二卷，后汉太尉牟融撰。新、

旧《唐志》同。梁僧祜《弘明集》有汉牟融《理惑论》三十七篇，前有自序云一

名牟子《理惑》。按《后汉书·牟融传》融代赵熹为太尉，建初四年薨。是书自序

云灵帝崩后，天下扰乱，则相距已百余年，《牟了》非融作，明矣。”经姚氏考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隋志》认为《牟了》又名《理惑论》，这种说法恐不对，故

应从姚《志》入子部儒家。

仲长统《昌言》十卷，钱《志》入予部，侯《志》入子部儒家，顾《志》入

子部诸了类，姚《志》入子部杂家，曾《志》入了兵志杂家。问题焦点在于入儒

家还是杂家。《隋志》、《旧唐志》入杂家，《新唐志》入儒家。曾氏日：“仲长统《昌

言》其所陈说，意尚颏削，则近于法；长于辩说，则近纵横。疾奢尚俭，则近于

墨，而儒理亦往往杂出，其间盖杂家言也。”曾说、姚说应为妥帖，入子部杂家更

为适合。

明帝《五家要说章句》，钱《志》入子部，注日：“华峤书作《五行章句》”。

侯《志》入经部书类，注日：“见《桓郁传》，此书未知宜何属，以明帝从桓荣受

《尚书》，又《尚书》有洪范五行之学，故入书部。”顾《志》入经部尚书类，注

日：“显宗自制，桓郁校”。姚《志》孝明皇帝《五家要说章句》入经部书类，姚

按：樊辈疏言删定乖疑，稽合图谶，则稿为五行传说之书。汉以来为此学者，伏

牛以下有夏侯始昌、夏侯胜、许商、刘向、刘歆诸人，似删诸家之要，传以图谶

而又为之章句。曾《志》入数术志五行家，曾氏日：“明帝《五家要说章句》盖亦

五行占候之属，故《册府元龟》注日：五家，五行之家也。侯氏误为洪范五行，

入尚书，兹改隶五行家。"∞曾案：“《樊荤传》注、《桓郁传》注引《东观汉记》，《御

览》五百九十一引华峤书俱作《五行章句》。《册府元龟》‘《郁传》言五家即谓五

①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f：考》叙录，《二I‘五史补编》第：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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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家也。’据此，则范《书》所载之名不误，诸书直称《五行章句》，史家便文

也。《书钞》引华峤书称弟注《五经要说章句》，此传写之伪。”∞曾氏考证颇有道

理，笔者认为应从曾《志》入五行类。

程曾《五经通难》、沛献王辅《五经通论》、班固等《白虎通德论》、曹褒《通

义》、许慎《五经异义》、郑康成《驳五经异义》、郑康成《六艺论》、刘表《后定

五经章句》姚《志》入经部五经总义类，而曾《志》入六艺志论语类，似有不妥。

曾《志》道佛志收录的是道经与佛经，如魏伯阳《太上金碧经》等，与方伎志收

录的魏伯阳的《蓬莱山东西灶还丹歌》、《大丹九转歌诀》以及张道陵的《神仙得

道灵乐经》等无确定界限，归类显得芜杂。

综上分析，在具体书籍的归类上，首推以姚《志》最为准确，姚氏能根据图

书的具体内容进行归类，且多有详据考证。

附表：

书名 钱《志》 侯《志》 顾《志》 姚《志》 曾《志》

崔篆《周易
经部易类 经部周易类 子部五行家

林》

张满《周易
经部易类 经部周易类 子部五行家

林》

许峻《易灾
数术志杂占类

条》《易杂 经部易类 子部阴阳五行类 子部五行家

占》

《周易版
经部易类 经部周易类 子部无行家

词》

魏伯阳《周

易参同契》 经部易类 子部仙释类 子部道书类 道书类 方伎志神仙类

二卷

杨终《春秋

外传改定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三传类 史部杂史类 六艺志春秋类

章句》十二

篇

郑众《凼语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三传类 史部杂史类

带句》

贯逵《凼语

解沾》■十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三传类 史部杂史类

‘篇

①竹朴《补后汉15艺文忐》卷几，第106页，《_十五史补编》第_册，中华15局，1955年，第2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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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光《尔雅
经部尔雅类 经部小学类 经部小学类 经部小学类 六艺=志孝经类

注》

李巡《尔雅

注》三卷
经部尔雅类 经部小学类 经部小学类 经部小学类 六艺志孝经类

曹褒《五经

通义》十二 经部经解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礼类三礼① 六艺志论语类

篇

曹喜《笔

论》～卷
经部小学类 子部杂艺术 六艺志小学类

崔瑗《篆草
经部小学类 子部杂艺=术 文翰志

势》

蔡邕《篆
经部小学类 子部杂艺=术

势》

张芝《笔心

论》五篇
经部小学类 子部杂艺术 人艺志小学类

蔡邕《女师
经部小学类 子部儒家

篇》

《石经》八

篇
经部小学类 经部五经总义

沛献王辅

《通论》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人艺志论语类

《门虎通 人艺志论语类

义》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血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程曾《五经

通难》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许慎《五经

异义》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郑玄《人艺

论》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刘表《后定

五经章句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牟子》■

卷
子部 子部道家类 子部诸子类 子部儒家类 子兵志道家类

仲长统《昌

言》十卷
子部 子部儒家 子部诸子类 子部杂家 子兵志杂家

《郅怦书》

八篇
子部 子部杂家 子部诸子类 子部杂家 子兵志儒家

①姚按：《绎义考》有曹褒《五经通义》I+二篇。考本f0无“五经”字，今入礼类二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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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家补志著录项目研究

著录是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同时也是揭示

文献最基本的方法之一。著录的质量决定着书目的质量。先著者后书名的著录顺

序在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兴起和鼎盛阶段占主导地位，后期补志之作则以先书名后

著者为=l三。五家补后汉艺文志对著者、书名、篇卷数等基本的著录项均加以著录，

在著录项目的安排上均是先著者后书名，顾《志》、姚《志》在别集一类著录时，

多数将宫职置于著者之上，如顾《志》《云阳令朱勃集》二卷；姚《志》《司空苟

爽集》三卷，录一卷。五家著录的不同点主要在于考证的精密与否。(这在下文将

着重论述)

五家补志之作在基本项的著录上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在：

(一)卷数的不同

五《志》在同一书卷数的著录上也存在差异，如：

苟爽《周易传》：钱《心-J=》作十卷，姚《志》作十一卷；

郑玄《周易注》：钱《志》作十卷，侯《志》作十二卷，曾《志》作九卷；

郑玄《毛诗谱》：侯《志》作三卷，姚《志》作一卷；曾《志》作二卷；

郑玄《三礼图》：侯《志》作九卷，顾《志》作一卷，姚《志》作三卷；

刘熙《谥法注》：姚《志》作一卷，曾《志》作二卷：

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姚《志》、钱《志》作三十一卷，曾《志》作三十卷：

刘珍《释名》：侯《志》、姚《志》、曾《志》作三十篇，顾《志》作五十篇；

刘熙《释名》：侯《志》、曾《心--A=》均作八卷，顾《志》作三十篇，姚《志》作二

十七篇；

许慎《说文解字》：侯《志》、姚《志》、曾《志》均作十五卷，顾《志》作十四篇；

郭训《古文奇字》：姚《志》作二卷，曾《志》作一卷；

蔡邕《劝学篇》：侯《志》、姚《志》、曾《志》作一卷，顾《志》作二卷；

郭训《古文奇字》二卷，曾《志》作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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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数不一的原因可能是各家在补志过程中所依据的书目不同所致，比如不同

书目对同一书籍的卷数记载不一，如郑玄《周易注》，《七录》十二卷，《隋志》九

卷，《释文·叙录》十卷，录一卷。各家在著录时钱《志》作十卷，可能依《释文·叙

录》；侯《志》作十二卷，可能依《七录》；曾《志》作九卷，可能依《隋志》。

(--)书名的不同

五《志》所收书名除因刊刻产牛的异体字外，有大量的存在着显著差异，胪

列部分如下：

姚《志》经部易类马融《周易传》十卷，钱《志》作马融《周易注》十卷，顾《志》

作马融《易注》；

姚《志》经部书类张奂《减定牟氏章句》，顾《志》作张奂《牟氏尚书章句删》，

钱《志》作张奂《尚书章句》；

姚《志》经部怕类贾逵《尚书古文同异》三卷，侯《志》、曾《志》均作贾逵《尚

书今古文同异》三卷，钱《志》作贾逵《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三卷；

姚《志》经部寸弓类马融《古文尚书传》十一卷，顾《志》作马融《尚书传》，侯《志》、

曾《志》均作马融《尚书传》十一卷，钱《志》作马融《尚书注》十一卷；

姚《志》经部书类王粲《尚书问》二卷，顾《志》作王粲《尚书释问》；

姚《志》经部诗类伏黯《改定齐诗章句》，侯《志》作伏黯《齐诗章句解》九篇；

曾《志》作伏氏《齐诗解说》；

姚《志》经部诗类景鸾《诗解文句》，侯《志》作景鸾《齐诗解》；

姚《志》经部诗类赵晔《诗细》，钱《志》作赵长君《诗细》二卷；曾《志》作赵

君长《韩诗谱》二卷：

姚《志》赵晔《力神渊》一卷，曾《志》作赵君长《诗神渊》一卷；

姚《志》马融《毛诗传》十卷，钱《志》作马融《毛诗注》十卷；

姚《志》郑玄《毛诗笺》二十卷，侯《志》作郑康成《毛笺》二十卷；曾《志》

作郑康成《毛诗笺》；

姚《志》郑玄《毛诗谱》一卷，侯《志》作《诗谱》三卷；曾《志》作郑康成《毛

诗谱》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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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志》经部礼类郑兴《周礼解诂》，钱《志》、曾《志》作郑兴《周官解诂》：

姚《志》卫宏《周礼解诂》，钱《志》、曾《志》作卫宏《周官解诂》；

姚《志》郑众《周礼解诂》，钱《志》作郑众《周官传》；

姚《志》郑玄《周官礼注》十二卷，顾《志》、钱《志》均作郑玄《周官注》十二卷；

姚《志》马融《丧服经传》一卷，侯《志》、钱《志》均作马融《丧服经传注》一卷；

姚《志》郑玄《丧服经传注》一卷，顾《志》作郑玄《丧服经传》一卷；

姚《志》郑玄《丧服变除注》一卷，顾《志》作郑玄《丧服变除》：

姚《志》刘表《丧服后定》一卷，顾《志》作刘表《后定丧服》一卷，钱《志》

作刘表《后定丧礼》一卷；

姚《志》马融《礼记传》四十九篇，顾《志》、侯《志》均作马融《礼记注》；

姚《志》卢植《礼记解诂》二十卷，顾《志》、钱《志》均作卢植《礼记注》；

姚《志》经部春秋类郑兴《春秋左氏条例训诂》，曾《志》作郑兴《春秋左氏条例

章句训故》；

姚《志》孔奇《春秋春秋左氏传义诂》三十一卷，侯《志》、顾《志》作孔奇《春

秋左氏删》三十一卷，钱《志》作孔奇《春秋左氏删》；

姚《志》彭汪《春秋左氏传记》，曾《志》、侯《志》作彭汪《春秋左氏传注》；

姚《志》颖容《春秋左氏条例》十卷，钱《志》作颖容《左氏条例》十卷，顾《志》

作颖容《春秋释例》；

姚《志》谢该《左氏传释》，侯《志》作谢该《左氏释》，顾《志》作谢该《左氏

解释》：

姚《志》包咸《论语章句》，侯《志》作包咸《论语类章句》，曾《志》作包咸《论

语注》：

姚《志》周氏《论语章句》，侯《志》作周氏《论语类章句》；

姚《志》马融《古文论语注》，钱《志》作马融《论语注》，侯《志》作马融《论

语训》，顾《志》作马融《论语训说》，曾《志》同侯《志》；

姚《志》何休《论语注》，钱《志》作何休《论语注训》，侯《志》作何休《论语

注》，顾《志》作何休《论语训注》，曾《志》同姚《志》；

姚《志》《白虎通义》六卷，钱《志》作《白虎通德论》，侯《志》作《白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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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顾《志》作《白虎通义》，曾《志》作班固等《白虎通德论》六卷；

姚《志》刘表《五经章句后定》，顾《志》作刘表《后定五经章句》，曾《志》’同

顾《志》：

书名不一的原因类似于卷数不一，主要是由于各家补志时所依据的材料差异

所致，再者有的一书具有几个书名，如《白虎通德论》一作《议奏》，一作《通义》，

所以各家著录不一。

(三)考证精审不一

五家补志之作，除钱《志》外，其余四家均采用辑考体提要，对所收书籍的

考证有详略的不同。下面就各家补志的考证特点分另tlDrl以论述，以达到衡量各家

优劣的目的。

1．钱《志》考证特点分析

钱《志》处于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兴起阶段，在著录内容上比较简单，体例均

照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开创的注释体书目。著录项一般包括作者、书名、卷

篇数、著者字号、籍贯、官职，间或著录与内容有关的事项。如郑玄《周易注》

十卷，《七录》十二卷，《隋志》九卷，《释文·叙录》十卷，录一卷。玄，字康成，

北海人，官大司农。

(1)钱《志》中书名与著者的顺序

①先著撰人而后系书名篇卷

钱《志》基本上都是采用了这种先撰人后书名的著录方式，如经部洼丹《易通论》，

马融《周易注》十卷，史部班固《汉书》百篇，了部桓谭《新论》十七卷，集部

《班固集》十七卷等。

②先著书名、篇卷而后系撰人

钱《志》中这种著录方式比较少见，如史部《显宗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子部

《唐了》二十八篇，唐檀撰。《魏-了》三卷，魏朗撰。《陈-了》，陈纪撰。

(2)钱《志》中注文研究

小注是揭示文献较为灵活的方式之一，是书目基本著录的补充，它对所著录

图书的书名、著者、篇卷、内容等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小注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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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价值：或简介著者，或介绍成书情况、内容丰旨、刊行时间、流传情况，或纠

正前人著录错误等。五家补志在考证上虽各具特色，但五志皆有小注。钱《志》

主要仿《汉书·艺文志》的注释体例，注文类型尤为丰富多样，具体来说，钱《志》

中的注文有以下几种：

①著录著者牛平

洼丹《易通论》七篇，注曰：“丹，字予玉，南阳人。官大鸿胪，世传孟氏易，世

号洼君通。”

服虔《春秋音隐》，注日：“虔，字予慎，河南人，官九江太守。”

马融《周易注》十卷，注日：“融，字季长，扶风人，南郡太守。"

贾徽《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注日：“徽，字元伯，贾逵之父。扶风人，官颍阴令。”

仲长统《昌言》三十四篇，注日：“统，字公理，山阴人，官尚书郎。”

②注书之别名

陈元《左氏训诂》，注日：“《释文·叙录》作《左氏同异》。”

郑玄《论语注》十卷，注曰：“《七录》作《古文论语注》。”

《白虎通德论》，注日：“一作《议奏》，一作《通义》。”

郑众《春秋难记条例》，注日：“《隋志》作《左氏传条例》。”

贾逵《国语解诂》二十一篇，注日：“《隋志》作《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卷。”

郑玄《孔子弟了目录》一卷，注日：“《新唐志》作《论语篇日弟了》。”

③注篇卷异同

何休《公羊解诂》十一卷，注日：“《唐志》十三卷，《释文·叙录》十二卷。’’

《郑志》八篇，注日：“《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

许慎《说文解字》十四篇，注日：“《隋志》十五卷。”

卢植({：Lit注》，注日：“《释文·叙录》二十卷，《隋志》、《唐志》十卷。”

服虔《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注日：“《唐志》、《释文·叙录》三十卷。”

服虔《春秋成长说》九卷，注日：“《新唐志》七卷。"

服虔《左氏膏肓释痫》一卷，注日：“《隋志》十卷，《新唐志》五卷。”

④注书内容梗概

《郑志》八篇，注日：“郑康成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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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侯《古今注》，注日：“⋯⋯章怀云：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凡八卷。”

班固《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注日：“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

刘珍《释名》八卷，注日：“辨万物之称谓。”

《桓谭集》二卷，注日：“有赋、诔、书、奏二十六篇。”

《曹大家集》二卷，注日：“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词、书论、上疏、遗令，

凡十六篇。’’

《杨修集》二卷，注日：“有赋、颂、碑、磺、诗、哀词、表、记、书，凡十五篇。"

⑤注材料出处

郑众《论语传》，注日：“见《册府元龟》。”

麻达《论语注》，注日：“见《广韵注》。”

贾逵《周官解诂》，注日：“见本传。’’

鲁丕《难贾逵黄香说》，注日：“见丕传。”

应劭《汉官》五卷，注日：“见《隋志》。’’

张机《评病要方》一卷，注日：“见《隋志》。"

⑥解释书名

景鸾《交集》，注日：“鸾治《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

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

周长生《洞历》十篇，注日：“王充称其上自皇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

不记载，与太史公表、记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日《洞历》。”

⑦注著者著书动机

许慎《五经异义》，注日：“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而作。”

苟悦《汉纪》三十篇，注日：“⋯⋯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

氏传》体作此书。"

《德行》一篇，注日：“太尉李固以忠直为梁冀所害，弟子河内赵承、颍川杜访、

汝南郑遂等七十二人共述顾言迹，作此篇。”

刘梁《破群论》，注日：“尝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作此论。”

应奉《感骚》三十篇，注日：“奉追憨屈原，因以自伤，凡数万言。”

梁竦《悼骚赋》，注日：“竦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此赋，系玄石而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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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注他人评论

阳成子《长乐经》，注日：“王充称其造于助思，极窗冥之思，非庶几之才，不能

及也。’’

崔蹇《四民月令》一卷，注日：“⋯⋯论当世便事数十条，为政论切，指事要，言

辨而确。”

应劭《风俗通》三十卷，注日：“文虽不典，世服其洽闻。"

⑨纠正前人著录错误

袁康《越绝书》十五卷，注日：“其友吴平同定，凡二十五篇。《隋志》以为子贡

作，非也。"

钱《志》主要运用了小注，其内容几乎涉及文献内容和形式特征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对今已亡伙的书的注释，为了解文献提供了重要的书目资料，但是钱《志》

小注比较简单，还有的节籍直接著录作者、书名而无注释，亦无材料出处，在五

家补志之作中考证最为简略。

2．侯《志》考证特点分析

正史艺文志补撰进入鼎盛阶段以后，辑录体提要被广泛用来揭示文献。所谓

辑录体，是用摘引成文的方法，广泛辑录相关资料如历代官私书目、类书、文集、

地方志、学术笔记、序跋、评论、辑佚家的辑本及其叙录等来揭示图书的内容得

失。南宋王应麟的《玉海·艺文》首创此类解题。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

籍考》中充实和完善了辑录体提要的编撰方法。五志之中，侯《志》、顾《志》、

姚《志》、曾《志》均采用了辑录体提要，还有的作者加了案语，进一步区分异同、

辨别真伪，考证著者爵里姓字，大大提高了补志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侯《志》吸收了乾嘉时代经史考订的成果，运用辑录体书目的编撰方法，把

有关考史、注史、校史以及古佚书辑本和序跋等一并辑入。侯氏还加入个人案语，

阐发个人见解。侯《志》不仅丰富了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的内容，提高了

补志著作的参考价值，而且为补史艺文志的深入发展开创了新途径。①其考证特点

主要有：

(1)发凡著述体例，标明材料出处

①曹IS杰《清代补史岂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侯《志》在卷一首端自注日：“凡诸书见本传及《隋》、《唐》、《宋志》、《释文·叙

录》者，皆不著所出，若采自他书或附传者，则著之”，并加以考证。又云“诸书

卷数瓦异，则从其多者著录，盖卷数之少，或是后人阙佚，非原本也”。这是侯《志》

较钱《志》著录方法的进步。

(2)将书目辑佚的义例与考证相结合

如郑康成《周易注》十二卷： 《魏志高贵乡公记》淳于俊日：“郑玄合《彖》、

《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周易正义》郑玄作《易赞》及《易论》。王

应麟日：何休见郑玄注《易》，谓其道出系表。又日：康成注《易》多论瓦体。又

日：康成《诗笺》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谓‘包’当作‘彪’，

文也。《泰》包荒，谓‘荒’读为‘康’，虚也。《大畜》颈豕之牙’，谓‘牙’读

为‘互’。《大过》枯杨生荑，谓‘枯’音‘姑’。‘蕃庶’读为‘藩遮’，谓藩遮，

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读如‘解’。解滑坼罅，皮日甲，根日宅。《闲》

劓刖当为倪兀。《萃》一握为笑，‘握’读为‘夫三为屋’之‘屋’。《系辞》道济

天下，‘道’当作‘尊’，言天下之至。《说卦》为《乾卦》，‘乾’当为‘斡’。”卢

见曾日：“往余读《五经正义》所采郑《易》间及爻辰。初，未知为何物，及考郑

注《周礼太师》与韦注《国语》乃律家合辰、乐家合声之法，盖乾坤十二爻左右

相错。《乾凿度》所云闲时而治六爻，故谓之爻辰也。汉儒说《易》并有家法，其

不苟作如此。”案郑《易》今有王应麟、惠栋、孙堂三家辑本。

此段辑录《魏志》、《周易正义》注明资料来源，引王应麟、卢见曾之语意在

说明郑玄注《易》的特点，同时指出该书的辑本。

郑康成《易纬注》九卷： “康案：康成《易纬注》《七录》九卷， 《隋志》

仅存八卷而不详纬书之名。章怀注《樊英传》称《易纬稽览图》、 《乾凿度》、

《坤灵图》、 《通卦验》、 《是类谋》、 《辨终备》，凡六篇。 《玉海》引《李

淑书目》《易纬》九卷，《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各二；《辨终备》、

《是类谋》、《坤灵图》各～。纬书六而卷数九，与《七录》及《后汉书注》皆

符。《玉海》又云： ‘今三馆所藏《乾凿度》、《通赫验》皆别出为一书而《易

纬》止有郑氏注七卷； 《稽览图》第一，《辨终备》第四，《是类谋》第五，《乾

元序制记》第六， 《坤灵图》第七，二卷、三卷无标目。’ 《书录解题》载《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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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七卷，郑康成注，即三馆之郑氏注七卷也。又载《易通卦验》二卷、 《乾凿

度》二卷，亦郑氏注，则三馆所谓‘别出为一书’者也。据所言，是《易纬》又

有七篇，多《乾元序制记》而卷数则分为十一。 《郡斋读书后志》载《易纬》郑

注亦六篇，有《乾元序制记》而无《乾凿度》，与诸书又复参差。今《四库》中

从《永乐大典》采出者七篇，与宋三馆《书录解题》同。《四库书目》疑《乾元

序制记》本古纬所无，后人于各纬中分析以成此书。然则《易》篇名自当以章怀

注及《李淑书目》为合，今仍纬录《乾元序制记》者，亦疑以传疑之意，至各纬

卷数互有不同，盖皆后人所分，非康成原本，故今仅从《七录》总称九卷而不复

细析之云。"

此例侯《志》详细考证了《易纬》篇卷分合的来龙去脉，对于考镜图书存佚

具有重要价值。

(3)侯《志》虽将辑录与考证相结合，但仍存在很多缺点与不足。

首先，侯《志》的辑考体提要或详或略，很多种节直接登录作者、书名而无

任何考证，显得极为简单。如袁京《易难记》、樊英《易章句》、卢植《尚书章

句》等，不一而足。

其次，侯《心--d=》考证很多不得体要。王承略先牛指出：“补志贵在有所考证，

但考证而不得提要，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所谓体要，就是对一书的著述始

末、内容得失、版本流传、文字异同等一一诠释，给读者提供真实全面的材料，

以备参考。侯康在补志的考证中，往往不得体要。清代辑佚之风大盛，书目考证

利用辑佚成果，势所必然。但侯氏把一书的佚文全罗列在书目里，很不可取。因

为佚文可以自成辑本，使书目包纳佚文，这样的书目考证，俨然成为辑本丛书了。

考证和辑伏，各有不同的目的和作用，是不能合而为一的。"∞

侯《志》有很多在书目下汇集佚文、如子部道家类《牟予》二卷下辑录自序

与洪颐煊有关考证论述，所辑资料及案语长达774字。最后为“康按《隋志》列于

儒家，究不若《唐志》列于道家之为善，今从《唐志》”。

3．顾《志》考证特点分析

顾榱三《补后汉节艺文志》辑录征引较侯康更加繁详，把所能辑得的伏文也

①于承略《m史艺文志及补志浅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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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罗列。顾氏补志时，侯康已死，相互间似乎没有什么影响。顾《志》亦采用

辑考体的方法，反应了补志工作发展的时代趋势。

(I)蒋国榜谓是志有“四善"

一日通今。班氏志艺文，详载若干篇、若干卷，皆以载籍见存。今从数千年

后掇拾遗文，则不复能依其例，四部之名，始于苟勖，东汉尚无此称，然今人习

惯分别部居。太史公书百三十篇非编年体，而班《志》附春秋家，其时，史未成

家也，今乌的不称之日史。楚辞班《志》入诗赋， 《通志》Y'J)JU集前，兹编从之，

是日通今。

一日信古。七家《后汉书》自范书盛行，诸家遂微，然史家载笔，不讳润色，

毁誉爱憎，或失其真，诸家并在范前，见闻为近，残篇段简，皆可宝贵。诸书既

佚，复从类书中转录而出，书钞出一人之手，征引即有异同。《御览》集众人所

成，增减亦分优劣。此编取舍皆有斟酌且有合并参用者，盖有著述之意，不专以

考证为丰，既广异闻，亦求定论，是日信古。

一日正名。蔚宗作《后汉书》，自谓体大思精，于《三国志》中如孔融诸人

抽出另作列传，可谓有识，然未为曹瞒作传，则以刘宋之于晋与曹魏之于汉如出

一辙，未能直笔司马文正之书。武侯入寇皆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此编于别集类

大书日《镇东将军费亭侯曹操集》，削追谥之陋，于蜀汉之人引而近之，魏吴之

人低一格以示区别，可谓诛奸谀于既往，发潜德之幽光，先生维持世教深矣，是

日正名。

一日纪实。一代之书必依一代之事实。货殖、游侠，前汉所有，范书删之，

无者不能虚悬其目也。党锢、逸民、独行，前汉所无，范书增之，有者不能遽掩

其真也。图谶之学，桓谭非之，诸儒正经之下，此编别为一类，列之末卷，所以

存当年之尚，祛后世之大惑也。道家远在释家之前，然张道陵崇于孝和之世，佛

教则白孝明时入中国，其书在前可知，故移佛于前。《尔雅》班《志》附孝经家，

《通志》入经类。然班氏以《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职》一篇，

连类书之，其下即为小学家，是《尔雅》为群经之功臣，为小学之初祖。此编移

冠小学，所以县释经之用，此皆实事求是，不苟从众，是日纪实。

此“四善”指出了顾《志》著录的纪实性以及分类方法的进步，是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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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

(2)顾《志》对作者可考者，都简介其生平并作考证。

洼丹《易通论》注日：“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世传孟氏易，王莽时避乱，

教授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问研深，

《易》家宗之，称为大儒。”

卢植《尚书章句》，注日：“植，字子斡，涿郡涿人，少与郑玄俱事马融。建

宁中，征为博士，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尚书章句》。”

(3)辑考体提要的进一步运用

顾《志》辑录征引材料更为丰富，辑得的佚文也详尽罗列。卫宏《毛诗序》

辑录文字达三千余字。马融《丧服经传注》辑录文字达四千余字。再如赵歧《三

辅决录》，广辑《后汉书》注、 《三国志》注及唐宋类书等所载伏文六千余字，

大大超过《说郛》本所辑。

顾《志》的辑考体提要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是大篇幅的罗列伏文也造

成了考证的不得体要。顾《志》对有些书目则只作简单著录，未进行详细考证，

正如蒋国榜序所言“引书篇名或注或否，或详或略，甚至互讹”。

(4)顾《志》创为经学师承一卷

顾《志》卷十为经学师承上，“而今未见下卷”，列述经师传记，虽然未见

簿录家有此体例，然著录资料丰富，有助于考镜后汉学术发展源流。

经学师承方面，顾《志》将易类分为治施氏易、治梁丘易、治京氏易、治孟

氏易、治费氏易五类。书类，分为治大夏侯尚书、治小夏侯尚书、治欧阳尚书、

治古文尚书四类。诗类，分为治齐诗、治鲁诗、治韩诗、治毛诗四类。礼类，分

为治庆氏易、治周官、治仪礼、治小戴礼四类。春秋类分为治公羊颜氏春秋、治

严氏春秋、治毅梁春秋、治左氏春秋四类。孝经类分为治古文孝经、治今文孝经

两类。另治论语一类。

经学师承后又设谶纬一类。榱三案：“朱竹坨云： ‘东汉之世，以通七纬者

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盖自桓谭、张衡而外鲜不为所惑者。’今将专精图纬

诸儒传授、注释篇名汇为一卷。时郑君注经引纬为说，今附于小学之末，以备考

云。”顾《志》此类充分反映了后汉时期谶纬之学的盛行，对于研究后汉学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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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

4．姚《志》考证特点分析

姚《志》运用前人经史考订上的方法，博稽群籍，辑录大量的列传、序跋与

使用价值较高的书目资料，对浩繁的资料，加以分条辨惑，断以心裁，然后分条排

比，或以时代先后为次，或以事类联贯为次，先以撰人始末，次及本书源流。其

特点主要有：

(1)著者事略，一一详载。姚氏征引诸史纪传，名家文集及各书序跋，一一叙述。

伏恭《减定齐诗章句》： “《范书·儒林传》：恭，字叔齐。少传黯学，以

任为郎。建武四年，除剧令，举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敦

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拜

司空。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

骨罢。建初二年冬，肃宗行乡礼，以恭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陆玑《诗

疏》曰： ‘伏黯传理家学，改定章句，以授嗣子，恭删黯章句，定为二十万言。’

按：伏氏世系伏生，八世理，九世湛，湛弟黯，黯子恭，十世隆，十三世无忌，

十五世完。自伏生后世传经学，而《齐诗章句》自伏理至此，凡三定其本。"

赵晔《诗细》：“《范书·儒林传》： ‘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

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

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晔卒业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

举有道。卒于家。晔著《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

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惠栋《后汉书补注》：‘《会稽典录》

日：抚嘉其精力，尽以其道授之。抚卒，晔经营葬之，然后归。’”

上述两例，姚氏侧重介绍著者生平及著述情况，可以使读者更好的考见当时

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渊源。

(2)考证文献流传、存佚及辑本情况

如马融《丧服经传》一卷： “《释文·叙录》日： 《丧服》一篇，又别行于

世，马融注《丧服》。 《隋书·经籍志》日：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

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又日： 《丧服经传》一卷，马融注。《唐·经籍志》：

《丧服记》一卷，马融注。《艺文志》：马融注《丧服记》一卷。马国翰辑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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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丧服经传》，马氏注一卷。 《仪礼》疏引数条，杜佑《通典》所引最多，

缺者盖无几矣。侯《志》日：王谟、孙冯翼俱有辑本一卷。"

苟爽《礼传》：“马国翰辑本序日：《后汉书》本传称其著《礼》、《易传》。

隋、唐《志》皆不载。 《册府元龟》载其目而不言卷数，则伙已久矣。兹从《风

俗通》残本及《通典》、《文选》注、 《路史》注辑得五节。”

上述两例，姚氏侧重考证文献的流传著录情况及辑本情况，便于我们对书籍

的流传脉络有更好的把握。

(3)辑录后人对文献评说的宝贵资料

如绚悦《汉纪》引范晔《后汉书·苟淑传》评语：“辞约事详、论辩多美。”

张瑶《后汉纪》评语：“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书大行于世。"《汉纪目

录》评语：“⋯⋯凡在《汉节》者大略粗举，其经传所遗阙者差少，而表志势有

所不能尽，凡为三十卷，数十余万言，省略易习，无伤本书。”

如班彪《前史得失略论》引《文心雕龙·史传篇》评语： “尔其实录无隐之

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蝽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这类提要对了解本书的价值和影响有很大帮助。

(4)以按语形式考证书籍之有疑问者

如郑众《毛诗传》下引侯《志》日： “范蔚宗、陆玑、陆德明皆但云郑众传

《毛诗》，不言作传，惟《隋志》有作传之文，而亦不注其书，疑误也。今亦未

敢臆断，姑录之。其说今绝无存，惟旁见《周礼》宰夫之职注、点瑞注、大司马

注，与毛《传》郑《笺》俱异。至如序官膳大注、敷人注、射人注、隶仆注、小

司寇注，则固无异解也。”姚按：“郑众本传云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

《诗》，则《隋志》之言不为无据，其但见于序而不著于录者，则其书久亡。《七

志》、 《七录》所不载，故亦无从记述。侯《志》疑其误，非也。

如郑玄《三礼图》三卷： “《隋书·经籍志》《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

侍中阮谌等撰。《日本国人见在书目》《周礼图》十卷，郑玄、阮谌等撰。”姚

按： 《三礼图》首《用礼》，故佐世误以为《周礼图》。考《隋志》《三礼图》

之后有《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一卷，祁谌撰。祁湛似阮谌之误。外藩本合为一

帙，故十卷，疑本是一书， 《隋志》误析之。

52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姚氏以按语的形式对有疑问的、前人误收、归类不当的书籍进行了详尽的考

证，以明真伪，且考证结论令人信服，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5)著录各书皆注明出处

姚《志》对著录的书籍均注明出处，较其余四家显得更为详备。凡所辑征皆

注出处，凡所考识则以“按”别出。①

综上所述，姚氏此书，旁征博引，收罗周密，考证精审，实为诸家补《后汉艺

文志》之冠。姚氏补志，属目录学家之作，故体例纯正，辑而不凡，考而不乱，

颇有目录家之家法圆。

5．曾《志》考证特点分析

曾朴在《补后汉艺文志并考》自序中交代了补后汉艺文志的必要性及成书情

况。他说： “夫学术之盛，莫盛于我朝，而我朝之学尤莫盛于经史。循流溯源，

后汉一代之文籍，乃我朝学术之关键也。"@道出了后汉学术的重要性，乃有清一

代学术之源头。曾氏又日：“蔚宗《后汉书》志既已蠛车轴矣，司马彪书有志而

不志艺文， 《七录》言袁山松书有艺文志而今已亡佚。"曾朴有志网罗总括，以

补前史之不足，自光绪庚寅(1890)至已末(1895)，“历六年之久，成十卷之

书。④’’是志取《后汉节》本传、隋、唐《经籍志》、 《经典释文·叙录》凡涉及

后汉者写出之，继乃博考群书兼及二藏，越五月而共得书五百余部。其考证特点

如下：

(1)曾《志》“目下小注，或记字里、爵位，或撮书中大旨，盖仿班氏自注例

也。”@

①记作者字里、爵位

杜予春《周官注》，注日：“河南缑氏人，刘歆弟子。"

孔嘉《春秋左氏说》，注日： “字山甫，扶风人，官至侍中。’’

刘熙《谥法注》三卷，注日：“字成国，北海人，官至南安太守。”

②撮括书之大旨

①曹I5杰《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②营15杰《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③曾朴《补后汉I 5艺文志，l：考》自序，《一：十血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二f5局，1955年，第2447页。．

④曾朴《补后汉l5艺文志并考》臼序．《_十血史补编》第．：册，中·仁二15局，1955年，第2448页。

⑤曾朴《补后汉}}艺文志』i：考》叙录，《_二十五史补编》第j．：册，巾华书局，1955年，第2450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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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苟爽《汉语》注曰：“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

卫飒《史要》十卷注酮：“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

郑康成《丧服变除》一卷注日：“以戴德《丧服变除》为本而附以己意。”

曾氏指出矾瞧作者范《书》有传，则字望、爵位概从阙如。其书现存及无考者，

亦不撮括旨义。”∞

(2)曾《志》详述著述凡例

①关于称篇、称卷问题。

瞥氏认为《中经》、《七志》亦皆有篇有卷，至《七录》而后，始有卷无篇。

曾《恣》篇卷悉从称引最先者，最先称篇，则亦称篇，称卷亦称卷。卷数多寡，

亦同其例，其篇卷无考者，则注“卷数铁’’三字于旁。如张楷《尚书注》下注“卷

数伏”。

②仿《七志》、《七录》体例，标明某菜志记菜菜。

曾《志》酋卷即注明补志内篇六，外篇一。六艺志记易、书、诗、礼、乐、

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纬候。记传志记史记、杂史、l疆事、杂传、逑域。子

兵志记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小说、兵。文翰志记诗赋、

杂文。数术志记天文、历算、五行、杂占、形法。方伎志记医经、经方、神伯、

房中。道佛志记道、佛经。

③关于著录篇卷总数的问题。

曾氏指出补志不同于作志，补志时j忙既亡多而存少，偶存目录篇卷可稽者，

十不朗五，因此子总计书数凡若干部之下，加卷数可考者，或称篇卷数可考者，

或称奄篇卷数可考者数语，其卷数无考者不列。如易十一部，篇卷数可考者七篇

五十卷。凡税三+四郝，篇卷数可考者～百六十九篇，一酉三十一卷。

④曾《志》谓“凡称篇称卷，或多或寡，悉次时代，概行编列。大约以《汉》、

《隋》、两《磨》、《宋志》为丰。余如原惠之书，私家之磊，挝有称述，无不

等载。”固

(3)曾《志》断限颇严，鸯成一家。

曾《志》指出：“此志既巴断代为例，则界限之间，不宜蒙混。钱氏录阳成

①褶朴《补后汉f5艺文志井考》叙录，《一：I‘五史补编》第：册，巾f}{5局，1955年，第2450页。

②髀朴《补后汉+15艺文忐井考》凡例，《～：十血史补编》第：册。中·仁fS硒，1955年，第2453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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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经，侯氏著王莽之记，一则上溢先朝，一则下漏霸史。兹凡曾仕莽朝，经受魏

职，虽逮事光武，卒于建安者，悉不著录。以昭画一，而于《考》中则别立前后

两录，详为考证，既不杂糅，亦无挂漏，庶两得之至。”①曾《志》后设前录外

篇，记新莽时人。设后录外篇，记三国人而卒于延康前者。可以说，曾《志》的

断限谨严，自成体系。

(4)曾《志》考注精良，资料丰富，将诸家考证附于书后，并阐明己见，颇有独

到之处。

郑康成《尚书注》下小注日：《隋志》九卷，《释文·叙录》、新、旧《唐志》

同。标明各家著录的篇卷异同。后附诸家各家考证及己见。引述材料如下：

《范书·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郑玄为之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

于世。”

《虞翻别传》日：“北海郑玄所注《尚书》，以《顾命》康王执瑁，古‘月’似

‘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网凭几，洮颁为

濯，以为；!斡衣成事，‘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篆‘9}J’字读当为‘柳’，

古‘柳’、‘卯’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二苗’，‘北’古‘别’字，又011；IL，言北犹

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曾案：此四事，近孙星衍、王鸣盛、赵坦、汪家禧

等皆申证难虞。

《高贵乡公》日：“郑云：‘稽古’、‘同天’，言尧同於天也。王肃云：‘尧

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仲尼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

考古，道非其至也。”

《书·尧典》正义日：“郑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其《盘庚》二篇、《康王

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

《隋志》日：“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

行而郑氏甚微。”

《北史》日：“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

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渤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

文也。”

王应麟日：“郑康成《书》注问见于疏义，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师，孔注皆

所不及。”

①曾朴《补后汉书芝=文志31：考》凡例，《二I‘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jf5局，1955年，第2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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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日：“康成注《禹贡》九河日：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按《春秋纬宝乾图》日：

‘移河为界，在齐吕填于八流以自广。’郑盖据此文。”

顾炎武日：“马融、郑玄注《古文尚书》载于《旧唐书·经籍志》，则开元之

时尚有其书丽未尝亡也。’’

侯康曰：“《正义》谓郑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案郑所增益者乃真古

文，菲张霸伪书，孔误。郑虽增此二十涵篇两馋注，则仍止三十四篇。马季长所

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故马、郑诸儒皆不注之也。”(曾按：十六篇即二十四篇，

盖合丸，共九篇为一也。)

曾氏在此基础上更加考证。曾案：《隋志》及《释文》均有郑康成《尚书音》，

陆德明以为汉人不作音，爱人伪托。兹据芟说斥之，后凡郑氏诸经音同。又案：《正

义》引康成《书赞》及《1弓论》云郑玄避序名，敲谓之赞。据此，则《书赞》即

《尚书注》之序，非别一书也。其《书论》亦当在罄注九篇之中。观《易经注》

有《易赞》、《易论》可知体例略同，《经义考》别出著录，失之。又案：侯康节载

有《浅书义问》三卷，郑康成及晋王肃、孔晁撰。朴谓侯氏载此，非是。王肃、

孔晁，一为魏入，一为晋人，安得以魏晋之人攮入后汉之志。朴意此书必系孔晁

采集郑、王二家之注，参以己见，故王钦若《册府元龟》云晁为五经博士，撰《尚

书义问》三卷，以此书专属之晁即其确诞。

曾《志》还对《隋志》、 《唐志》、侯《志》中对东汉书籍归类不当者，经

分析予以该隶。如曾氏谤郄萌《春秋灾异》、《秦灾异》皆占候之书，诸书所弓l，

统称郄萌占可证也。《隋志》入《春秋灾异》于纬候，入《秦灾异》于五行。兹

均隶之五行家。又如冯颢《剃奢说》，侯《志》入儒家，曾氏认为冯鬏修黄老，

其书乃道家清净之旨也，遂改隶道家。

粱癀超极为称道鬯氏麓考证，他说：“曾氏务书考证独到之见甚多，或必姚所

不逮。’’∞

综上分柝蜀褥：五家蛰志之作中，以姚《志》考证最为精密且合目录休要，

曾《志》其体例有意仿古《七录》，谨饬有法，而博搜精考，亦不及姚《志》，钱

《志》最为简略，侯《志》、顾《志》偏重，材料的辑录，有失毯录体要之弊。

①粱脑超《图lS人辞典·簿泶之部·台泶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rfl华书膈，1989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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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家补志的学术价值

正史艺文志通过记录藏书及著述来反映一代学术文化成果，比较而言，专记

一代著述的艺文志更能直接明了地反映某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如果对历代正史艺

文志和补正史艺文志中的某类图书作纵向考察，就能考见学术的沿革、流变和盛

衰。①正史艺文志补撰者在补志过程中大都能本着因书设类的原则，对文献进行部

次条别。李永忠说：“通过对补正史艺文志类例的分析，特别是采用文献统计分析

法就可以窥见某一学科的沿革情况，可以把握一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学风的演变，

一代学术的地域分布、学海派分渊汇等情况。总之，一个个补正史艺文志都可以

视为言简意赅的学术史纲。”圆

五家补后汉艺文志或广辑群书，补前志之缺，或细核史料，纠前志之失，用

力甚多，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五家补志的学术价值乇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填补《后汉书》无艺文志之空白，反映后汉图书的繁盛。

五家补后汉艺文志填补了后汉一代无艺文之憾，对后汉一代著述进行了专门

著录。姚《志》收书最多，共收录图书1109部，2900余卷，又2200余篇。五家

补后汉艺文志基本上反映了后汉一代著述之盛，体现了后汉乃至两汉时期各种学

术的流别原委及典籍著录，是东汉一代学术文化的缩影。

(二)反映后汉文化发展状况

五家补志所收录的这些图书涉及后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历法、

医学、方术、宗教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东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对这些图

书的了解，可窥见后汉文化之繁盛。

1．反映了东汉时期天文历算的发展。古代历法学的进步，一方面是农业牛产

①沈宝顺《补il：史艺文志研究》，《卜海高校图-I 5情报学刊》(季刊)．1991年第3期。

②李水忠《正史艺文志补撰初探》，《文献》，1996．年第2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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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坚信人的行为必须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紧密相符。

①基于此，天文历算知识在汉代朝野知识分子中间十分普及。东汉时，由于谶纬之

学的兴盛，这一普及性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卓越成就，天文历算知识渗透

于汉代的每一个学术门类，成为汉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

姚《志》了部设天文家、历算家。天文家著录张衡《浑天仪》一卷、张衡《灵

宪》一卷等，总计13家16部著作。历算家著录刘洪《乾象历》、郑玄《乾象历注》

等28部著作。侯《志》予部亦设天文、历算类。顾《志》史部设历象类。曾《志》

数术志设天文、历算类。这些图书的著录从侧面反映了东汉时期天文历算学的卓

越成就。

2．反映了东汉时期数术之学的发达。汉代的数术之学，与商、周和后世都有

所不同，它的宗教鬼神信仰的成分很少，鬼神的观念非常淡薄。它丰要建立在阴

阳五行思想的基础上。数术活动是汉代社会牛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大至朝廷事务，

小至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常参考以数术，或用它帮助决断。术数学本身是当时学

术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不了解汉代的数术，就不能真正理解汉代的学术圆。有关数术学的书籍，《隋志》

以后的正史《艺文志》都归于“五行"类。五志中，侯《志》予部设五行类，曾

《志》数术志亦设五行类。姚《志》子部五行家著录图书28部，收录郄萌《秦灾

异》一卷、许峻《易灾条》二卷、《易要诀》三卷等。

3．反映东汉佛教的发展情况。西汉末东汉初，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传入后，

即有译经之说，如世传摩腾译《四十二章经》。桓、灵之时，随着印度与西域僧人

陆续来华，佛经传译日益兴盛，先后出现了安清、支谶、竺佛朔、安玄、严佛调等

早期著名译经家，世高为其卓者。东汉佛教传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早期义学传播，

以经典传译为主。而东汉一代，传译方兴，数量相对较少少，且集中于桓、灵以后。

@顾《志》子部设置佛书一类，姚《志》于四部之后附佛经类，姚《志》佛经类分

为翻译之属和抄录撰著之属，总计收录295部，其中翻译之属多达292部。曾《志》

单设道佛一志，收录佛经47部，卷数可考者344卷。佛经的著录充分反映了佛教在

①千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版社，1995年12月，第2l页。

②参干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人学⋯版社，1995年12月．第53—54贝。

③参刘红梅《东汉佛教传播特点探析》， 《合肥学院学报》，2008年7月，第2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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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传播特点及情况，丰富了文献宝库的内容。正如曾朴所说： “是中国之有

佛经，亦自后汉始，志之以昭世变也。”

4．反映了道教的产牛及发展情况。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后期，东汉中后期天灾

人祸频仍，诱发人们除病消灾的欲望，这是道教产生的直接诱因。而道教自身有效

的道功医术，又是道教产生的内在因素。在两者相结合的情况下，道教便应运而生。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道教的

发展情况看，刚产生时比较简单，粗糙，只是在民间流传。丰要有东汉末年张陵

创立“五斗米道”和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①姚《志》收录道节凡8家23部。

曾《志》收录道书7部。

(三)反映后汉学术发展状况

1．在经学方面。从西汉末期，今文经学向谶纬化发展，到了东汉，经学与谶

纬的合流使今文经学进一步神学化。统治阶级对谶纬的兴起推波助澜，大力提倡，

以维护其封建统治，今文经学由于与谶纬合流日益走向腐朽，终被西汉末期出现

的古文经学所压倒。但是，不管经学内部不同的流派如何争斗，经学自汉武帝独

尊儒术以来的官方学术的地位没有改变，因此，经学在古籍目录分类法中的地位

也没有变，儒家经典仍然列于图书分类法的首位。@五《志》中经部无一例外的收

书最多，钱《志》207部，侯《志》203部，姚《志》247部，曾《志》21 1部。

2．在谶纬之学方面，东汉一朝发展极盛。丁鼎先生指出：“谶纬是兴盛于两汉

时期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它是两汉时期经学的一个变种，是儒家经学与汉代神

学迷信相结合而孕育出来的～个学术怪胎。所谓“谶”本是指一种预言社会人事

未来发展走向的神秘的语言文字或物象，源出于巫觋方士。所谓“纬”是与“经"

相对而言，是两汉时期一些方士化的儒生和儒学化的方士假托孔子或黄帝、尧、

舜、禹等神圣人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符命等神学迷信观点对儒家经典

进行解释和闸发的著作。纬的丰要特点是将儒家经典神秘化，将儒家思想宗教化。

出于经学神学化的需要，出于神化现实统治者的需要，出于神化纬1弓自己本身的

①参陈静秋《我闱十生十长的宗教一道教》，《盐城师专学报》，1997年第l期。

②参高路明《古籍H录与中闻占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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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纬书吸纳和编造了大量的“谶言”，致使谶言成了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谶

纬于西汉末年兴起后，至东汉便盛极一时，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念都产生

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①王铁在《汉代学术史》一书中说：“光武靠图谶起家，所

以对图谶极其重视，光武议定制度以图谶为准绳，此后便成为东汉～代的风气。”

②通过五家补志类目的设置及著述的收录也可窥见后汉谶纬之学的发达。钱《志》

经部设毖纬类，侯《志》经部设谶纬类，姚《志》经部设谶纬类，曾《志》六艺

志设纬候类，顾《志》在经学师承后又设谶纬一类，专记谶纬之书，充分反映了

后汉时期谶纬之学的盛行，反映了后汉学术的发展特点。

3．在诸-了学方面，从五家补志类目的设置可窥见其发展概貌。儒家由于立于

独尊，其地位不可动摇，农家也因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为立国之本，在东汉也备受

重视。法、道二家也因统治阶级将其与儒家结合作为治国之道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相反，像名、墨、纵横、阴阳家等发展日渐式微。五《志》中，除曾《志》空张

类目，实无其书外，其余四家均未著录，从中可见一斑。

4．在史学发展方面。在《汉书·艺文志》中，历史书籍没有独立成类，主要

附于《六艺略》春秋之后，后世学者认为主要是当时史书数量不多，不足以独立

成类。东汉时期，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从五家史部类目设置及收书数量上看

出。史部类目，钱《志》分为3类，侯《志》分11类，顾《志》分10类，姚《志》

分15类，曾《志》分为五类。正如姚振宗所言：“门类以书之有无为断，史部之

载记、史钞、史评等类目，皆为后起之目，而东都人士实有其书。’’@从中可见后

汉史学书籍之多。

5．在文学发展方面。东汉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曾朴日： “《七略》

有诗赋略， 《汉志》因之，分为四类，皆不记杂文。后汉重文，文士往往自裒所

著，凡诗赋、杂文合为一帙，已开后代别集之端，故《隋志》日：别集，东京所

创也。”④文章与学术著作主要是与经学的区分愈来愈显著。《后汉书》于《儒林

传》之外又首创《文苑传》，也反映了文学与儒学有了区别，同时说明文学开始有

①j‘鼎，薛眭芳《试论“谶”与“纬”的区)；q—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I：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2期。
②千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人学⋯版社，1995年12月，第228页。

③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二十血史补编》第：册．中华书』r0，1955年，第2305页。

④曾朴《补后汉艺文志){：考》叙录，《-二l+血史补编》第一二册，中‘#f5局，1955年，第2449页。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了独立的地位。①姚《志》集部分为楚辞、文史、别集、总集四类，收书118部。

东汉时期，经学流派的演变，史学、文学的发展，使得当时的书籍无论是种

类还是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五家补志之作，尤其是姚《志》，他们的分类和收

录的图书客观的反映了当时图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也反映了当时学术发展的历

史和现状。

①参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lJj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IO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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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耋口F匕=

通过对五家补后汉艺文志的综合考论，可以看出五家补志都做出了相当的成

就，基本上重现了后汉的学术概貌，反映了后汉后汉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概貌。由

于各家学识不一，其《志》也有韶武之别。综合来看，姚《志》收罗周至，旁征

博引，考证精详，类例完善、著录明晰，为五家续补《后汉志》之冠。其次是曾

《志》，以其分类独特、考证精良在诸志中占据一席之地。其余三家均为补苴未完

之作，钱《志》尤为草率，在类目设置、时间断限上舛误甚多，但毕竟有开创之

功。侯《志》、顾《志》辑考体提要偏重辑佚，亦有考证不得体要之失。 正如梁

肩超所说：“创始艰辛推钱、侯，蔸录瞻核推姚、曾，而姚尤美备矣。”∞同时，我

们应该看到，尽管五家补志水平高下不一，但都是用心之作，都为我们进一步研

究后汉乃至两汉的典籍流传、学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

们又各具千秋，是不能瓦相替代的。

①梁启超《图l5人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忐》，《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IS局，1989年，第9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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