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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宋人笔记研究述论

t  宫云维

  内容提要  20世纪以来的宋人笔记研究, 经历了一个从不受重视到受重视,从少数知名

学者为主到众多学者和出版机构争相介入, 从选题的无序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过程, 并出现了

5梦溪笔谈校证6、5历代笔记概述 6等一批颇具典范意义的研究成果,令人欣喜。但在整理的

数量、质量以及检索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还远不能满足唐宋文史研究的需要。加

大整理和研究宋人笔记的力度, 编撰 5宋人笔记类编6,建设更加完整的宋人笔记数据库,加强

宋人笔记研究的理论建构等,是宋人笔记研究的必然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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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宫云维,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杭州  310018)

  在历代的笔记类作品中, 宋人笔记是比较独

特的。明人 5五朝小说 6序言说 /唯宋则出士大夫

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 所述皆平生父兄师

友相与谈说, 或履历见闻, 疑误考证。故一语一

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

阙 0,大抵道出了宋人笔记的特点和价值。历代

也都有学者从中检阅史事,以作为学术研究之资。

近年来更是有不少学者撰文肯定其价值。
¹
但在

经学垄断学术的年代, 宋人笔记同其它朝代的笔

记一样被视为浅薄不合义理的 /小道 0,只是人们

茶余饭后聊以消闲的谈资, 并不能登学术研究之

大堂。在传统的目录学家那里, 笔记也只是被当

作 /小说0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摇摆于子史之间, 未

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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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念的传入,传统的笔记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一些知名的学者和出版机构也开始重视笔记的整

理和研究,陆续出版和发表了一些关于宋人笔记

的论著。笔者不揣浅陋,拟就 20世纪以来的宋人

笔记研究做一简单回顾,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宋人笔记的研究工作。限于水平, 定有遗漏和错

误之处,敬祈方家斧正。

一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宋人笔记只是人们茶余饭后聊以消遣的谈资,并

不受重视。这期间,从事过宋人笔记研究的, 主要

有邓之诚、罗根泽、胡道静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

5东京梦华录 6在宋人笔记中向以难读著名,

戴望舒就称其为 /一部极可爱又极不易读的

书 0º。 20世纪 30年代, 有人在邓之诚先生面前

谈及 /此录 ( 5东京梦华录6 )难施句读者0, 邓先生
即笑答 /我当能之 0, /因以暇日加黑一过。然多

不能晓,则发书以求之, 录于书眉及别纸,凡二三

百条0。这是邓先生研究 5东京梦华录 6的开始。

后因故搁置,直到五十年代末,在友朋的怂恿下,

邓先生才将当年所注排纂成书, /视前增三之
二 0,交由出版社出版,这就是 1959年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5东京梦华录注 6。» 邓先生是著名历史

学家、藏书家,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在他的

著作中, 5东京梦华录注 6显然不是最有代表性

的,他自己也知道此注 /误者必多 0, 该书出版以

来学术界也的确多有批评
¼
, 但该注本征引前人

别集、笔记等 150多种, 补充、提供了许多宋人笔

记中可与 5东京梦华录 6相互参证的资料, 是 5东
京梦华录6问世以来的第一个注本,筚路蓝缕,功

不可没,对于宋人笔记的研究也起了良好的师范

作用。刘永翔先生校注 5清波杂志6,伊永文先生
5东京梦华录笺注 6,均参考了该注。½

胡道静先生是我国著名科技史和古典文献专

家。早在上中学时,胡先生从所学的英语教科书

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德国一位印刷工人发明的。

快上大学时, 胡先生读了美国学者卡特写的 5中

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 6一书, 惊讶地发现,活

字印刷术这一重大发明发源于十一世纪的中国,

在 5梦溪笔谈 6中就有记载。而当时出版的 5四部

从刊6和 5四部备要 6中, 却找不到 5梦溪笔谈 6的

影子,只是在5四部丛刊续编6中将 5梦溪笔谈6作

为 /笔记0收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

促使他立志一定要把中国的这一科技古籍整理出

来,让世界震惊。 1956年在上海出版的 5梦溪笔

谈校证6和 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5新校证梦溪
笔谈 6,即是他研究 5梦溪笔谈6三十多年的结晶,

被学术界公认为建国十年中古籍整理的重大成

就,国际学术界也予以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例

如,法国巴黎出版的 5科学史评论 61957年第 10

期中的评论写道: /这两卷本的校证,对于这部世

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

集了最丰富的文献。0¾曾把 5梦溪笔谈 6誉为 /中

国科技史上的座标 0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

也说过: /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 他对

沈括和5梦溪笔谈6的研究赢得了大声誉。0¿在日

本,京都大学组织 19位各学科专家费时 15年翻

译的 5梦溪笔谈 6日文本, 其根据就是 5梦溪笔谈

校证 6和5新校证梦溪笔谈 6。À尽管胡道静先生研

究5梦溪笔谈 6是出于科学史的目的, 但 5梦溪笔
谈6毕竟是一部宋人笔记, 胡先生的研究范式和

成果,以及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无疑都是宋人笔

记研究的典范,对宋人笔记的研究起着巨大的推

动作用。

与邓、胡二先生不同,罗根泽先生研究宋人笔

记不是专注于哪一部宋人笔记,而是把笔记看作

是 /垃圾箱式 0的著作 ) ) ) /无所不装, 固亦无所

不有。固然大半是破布碎纸,但珠玑珍宝亦散见

其中 0。基于此种观念, 罗先生曾拟邀友人组织

一个笔记研究会, /将成千累万的垃圾箱打碎拆

零,重装为分类垃圾箱 0, /惟人各有志,一时不易

实现 0。而罗先生自己,却趁撰写5中国文学批评

史6时之机, /就宋人笔记中, 提出文学批评的材

料,做一排文学批评的垃圾箱 0Á。罗先生的这
/一排文学批评的垃圾箱 0中, 包含了吴处厚 5青

箱杂记6、吴曾 5能改斋漫录 6、洪迈 5容斋随笔 6、

费衮 5梁溪漫志 6、王得臣 5麈史 6、吴子良 5林下偶
谈6、张邦基5墨庄漫录 6、李廌 5济南先生师友谈

记6、俞成 5萤雪丛说 6、陈善5扪虱新话6、韩滤 5涧

泉日记6、宋祁 5宋景文公笔记 6、罗大经 5鹤林玉
露6等宋人笔记, 后来分别以 5笔记文评杂录 6、

5笔记文评新录 6为题, 收录于 5罗根泽古典文学

论文集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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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无论是邓之诚、胡道静先生,还是罗

根泽先生,他们研究宋人笔记都不是有组织、有计

划的, 完全是由于个人兴趣所在,或者因科研工作

的便利。

二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宋人笔记研究,主要是

在 1980年以后。而且, 研究和整理的队伍, 也由

少数著名学者扩大到众多学者和著名出版机构争

相参与。

先是关出版社, 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

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开始组织力量整理历

代笔记。与宋代有关的, 先后有中华书局的 5唐

宋史料笔记丛刊 6、上海古籍出版社的5宋元笔记
丛书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 5唐宋小说笔记丛

刊 6等。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 1984年 6月出版

的 5笔记小说大观丛刊 6,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2月出版的5历代笔记小说集成6,大象出版社

也分别于 2003年、2006年、2008年出版了上海师

范大学古籍所整理的 5全宋笔记 6第一、第二、第
三辑。

其次是整理和研究宋人笔记的队伍也在日渐

扩大。这其中,既有邓广铭、徐规先生这样资深的

老一代宋史研究专家,也有朱杰人、方建新等中年

学者以及舒仁辉、丁海燕等青年才俊。从研究的

方式和范围来看, 既有刘永翔 5清波杂志校注 6、
朱菊如 5齐东野语校注 6、赵学智 5东坡志林校

注 6、伊永文 5东京梦华录笺注 6等校注 (证 )和校

点类作品, 也有大量的以考辨宋人笔记事实、名

物、版本为事的单篇论文。如方建新的 53避暑录

话 4考略 6, Â
朱杰人的5王銍及其 3默记 46, �lv

孙菊

园的53靖康要录 4作者考实 6,
�lw
刘孔伏的 53游宦

纪闻4考辨三题 6, �lx
程国政的 5孔平仲与 3续世

说 46, �ly
卢维春的53麟台故事 4探微6, �lz

王铁军的

53岁时广记 4初探 6, �l{
宫云维 5宋人笔记与宋代

科举制度研究6�l|
等。

再次,有关宋人笔记的通俗读物也有所增加。

此前, 关于宋人笔记的通俗选本,仅有吕叔湘先生

的 5笔记文选读 6, 选入历代笔记 9种, 其中 7种

是宋人笔记。所选内容, /或写人情, 或述物理,

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

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 0, 目的是 /为了便于青年

阅读 0。�l} 1980年以后, 则先后有 1991年 10月巴

蜀书社出版的朱瑞熙、程君健译注的 5宋代笔记
小说选译 6、1996年 9月巴蜀书社出版的胡道静

等著的5梦溪笔谈导读6、1998年 7月贵州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姜汉椿译注的 5东京梦华录全译 6等
等,虽是通俗读物,对于笔记的普及和引起各界的

重视,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人笔记之受到学界重视, 在有关的文学史

教科书中也有所体现。如 1996年 3月复旦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 5中国文学
史6, 1996年 5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郭

预衡主编的5中国古代文学简史6, 1996年 9月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孙望、常国武主编的 5宋代
文学史6, 1999年 8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袁

行霈主编的 5中国文学史 6等, 对陆游的 5入蜀

记6、范成大的 5吴船录6、洪迈的 5容斋随笔 6、罗
大经的5鹤林玉露6、周密的5武林旧事6等宋人笔

记有专门的介绍,有的甚至还有论述宋人笔记的

专节。这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1980年中华书

局出版了刘叶秋先生所著 5历代笔记概述 6一

书 ) ) ) 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历代笔记为研究对象的

理论著作。此后, 1993年 9月,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了张晖著的 5宋代笔记研究 6; 1999年

12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凤雏等著的

5宋代笔记概论 6等专门以宋人笔记为研究对象
的著作。此外, 台湾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3年 8月出版的吴礼权著 5中国笔记小说

史6�l~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年 12月出版的苗壮

著5笔记小说史 6、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 9月出

版的郑宪春著 5中国笔记文史 6等, 也都含有关于

宋人笔记 (笔记小说 )的章节。另据笔者所知, 北

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也都有研究生

将宋人笔记作为硕士或博士论文选题。上海师范

大学编辑整理的5全宋笔记 6,还得到了全国高校

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立项资助,这意味着宋人

笔记研究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昔日茶余饭

后聊以消闲的谈资, 开始登上了学术大雅之堂。

这对于宋代文史等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福音。

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 迄今为止, 宋人笔

记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宋人笔记的点校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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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其目的显然是为唐宋文史的研究等提供基

本史料的。这就要求整理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具

有数量全、质量高的特点。然而,综览现已整理出

版的宋人笔记, 我们发现, 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

量上, 都无法达到上述要求。

从数量上看,现行整理和出版的宋人笔记数

量明显偏少。现存宋人笔记的数量究竟有多少?

由于目前学术界关于笔记与笔记小说、小说的概

念尚无法作出统一的划分,各家统计出来的数字

并不一致。台湾学者黄启方先生的学生统计有

810种左右,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曾枣庄教授统

计有 711种。
�mu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正在编

撰的5全宋笔记 6,拟出版现存宋人笔记 500种左

右。而目前,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等整理出版等 5唐宋史料笔记丛

刊 6、5宋元笔记丛书 6、5唐宋小说笔记丛刊 6等,

加在一起,也不过 50种左右。大象出版社已经出

版的三辑5全宋笔记 6, 150种左右, 其中,还包括

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数

十种。显然,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宋人笔记数量,

即使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认定的现存 500种左

右相比,也是差之甚远的。

其次,如果我们再从版本、校勘等诸方面去要

求现已整理出版的宋人笔记, 我们会更加感到不

满意。虽然其中不乏高水平、高质量的整理点校

本,如孔凡礼先生点校 5东坡志林6、5仇池笔记6、

5渔樵闲话录 6、5龙川略志 6、5龙川别志 6, 邓广
铭、张希清先生点校的 5涑水纪闻 6, 王瑞来先生

点校的 5鹤林玉露 6, 伊永文先生笺注的 5东京梦

华录笺注 6等等。但更多的点校本则质量平庸,

错字、误点、误改,乃至版本等多方面的错误, 屡屡

出现。以中华书局出版的 5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6

为例, 已有多位学者撰文批评。如前揭徐规先生

的 53旧闻证误4研究6、53青箱杂记4订误 6、53湘

山野录 4、5玉壶清话 4订误 6, 舒仁辉 5< 泊宅编

>、<青溪寇轨 >考订 6, 钟振振 5读 3唐宋史料笔
记丛刊 4本3铁围山丛谈4札记6、53唐宋史料笔记

丛刊4本 3鹤林玉露4校读记 6等等, 其批评的对象

即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此外, 陈新 5宋人笔记
点校质量亟须提高6、丁海燕5中华书局版宋人史

料笔记小议 6、崔文印 53南部新书 4点校商兑 6、罗

宁 53南部新书4需要校证 6�mv等, 也都对中华版相

关的宋人笔记点校问题提出了批评。兹不赘叙

述。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中华书

局出版的 5古籍点校疑误汇录 6, 已经出版六册,

有关笔记点校失误的批评中, 大部分是关于宋人

笔记的。

如果再从使用价值来着眼, 即使是上述数量

不多的宋人笔记点校本也仍然存在着很大问题。

从宋人笔记的史料来源来看, 有道听途说的,有误

书误引的,有重复记载的, 有考辨不精的, 有随意

雌黄的,甚至有挟个人恩怨而记事记言的。所有

这些,仅仅凭一个好的点校本,是不够的。因此,

相对于点校本宋人笔记而言, 我们更希望对价值

较高的宋人笔记中的记事及文字异同等进行深入

考订、校正 (注 )。迄今为止, 关于宋人笔记的校

正 (注 )本,仅有邓之诚 5东京梦华录注 6、胡道静

5梦溪笔谈校证6、刘永翔 5清波杂志校注 6、朱菊

如等 5齐东野语校注 6、赵学智 5东坡志林校注 6、
伊永文5东京梦华录笺注 6等少数几部,实在是少

得可怜。

相对于笔记的文本整理, 宋人笔记的理论性、

系统性研究更加薄弱。

其实,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 王季思先生著

5中国笔记小说略述 6就曾指出: /大约宋人笔记,

有两个特色:一、每节故事下面而常附以议论; 二、

所记多同时人的故事。 ) ) ) 即使所记系先朝或怪
异的故事,也往往是对当时社会意有所指的。0�mw

刘叶秋所著 5历代笔记概述 6凡八章, 十三万余

字,第一章为绪论,归纳、钩稽了笔记的含义和类

型、渊源和名称,后七章分别对魏晋南北朝、唐代、

宋代、金元、明代、清代的笔记作了 /概述 0。其中
第四章5宋代的笔记 6, 分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

类、考据辩证类,对5涑水记闻 6、5归田录 6、5师友

谈记 6、5渑水燕谈录 6等七十余种宋人笔记 (不含

小说故事类的 5稽神录6、5夷坚志 6等志怪传奇著

作 )作了或详或略的介绍。刘叶秋先生是在大多

数学者漠视笔记研究的情况下选择笔记研究的,

有补阙拾遗的意义,因而其 5历代笔记概述6就不

免具有了开创之功。尤其是作者关于笔记的含义

和类型的划分,笔记的渊源和名称的梳理,是迄今

为止最为合理、最为科学的关于笔记的论述,其后

的笔记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的。

近年来的宋人笔记研究也无不受惠于此。宁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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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评价说: /这部看似很小的书, 却是一部可分

可阖可拆可接的大书。平面地看, 它是历代笔记

的概述,是一部为今后阅读笔记的导读之作, 然而

其材料背景,却有其碧海掣鲸的历史大场面, 自有

其云蒸霞蔚的人文景观在。0�mx
但遗憾的是, 该著

更像是一部 /阅读笔记的导读之作 0, /其云蒸霞

蔚的人文景观0没有在其及其有限的篇幅里很好

地得以体现。

5宋代笔记研究6虽然被誉为 /中国大陆第一

部专门研究宋人笔记的专著 0�my, 在篇幅上也大大
超越了刘著。正如该书作者在摘要中所言, 该书

追求的是 /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数学化、综合

化的新方法,力求得出宋人笔记的一些规律性的

东西0, 但从实际情况看,作者所得出的有关宋人

笔记的地位和特点、宋笔记的缺点等 /规律性的

东西0, 比如宋人笔记的 /宋人笔记有形式自由、
内容广泛、文学内容增多0等, 显然就理论框架而

言,并没有超出刘叶秋先生有关笔记特点的论述。

倒是其有关宋人笔记史学价值、文学价值的勾勒,

正如周勋初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的那样, /为研

究唐宋两代的文学史工作者省却翻检之劳,提供

许多有用的材料 0�mz。但是, 随着相关电子数据库

和电子书的出现,其 /省却翻检之劳 0的意义也就

不得不大打折扣了。

5宋代笔记概论 6据说目的在于如何向青年
读者弄清楚中国古代文学中的 /笔记 0和现代青

年概念中 /笔记 0并非同一概念, /除在相关章节

中介绍分类特征及代表著作, 并对笔记作者予以

一定简介外,有的还专辟一节按类辑录典型例条,

让 -笔记 .自己-现身说法 . , 让读者从中体会其特

征 0,
�m{
但从实际内容上看, 该书似乎更像是有关

宋人笔记的介绍和选编。例如, 该书第四章 5宋

人科技笔记 6一章共 32页, 竟有差不多 24页全部

在引录宋人笔记原文。

四

造成上述宋人笔记研究状况的原因,固然有

笔记自身的原因。传统的轻视笔记的观念导致宋

人笔记在历代的传承中多有散佚。笔记本身 /不
拘类别,有闻即录 0; /长长短短, 记叙随宜 0的特

点
�m|
,使其内容芜杂, 真伪难辨。如何搜辑现存的

宋人笔记,校正其讹误, 最大程度地发掘其价值,

为研究宋代文史服务, 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

的课题。展望未来, 我以为,至少还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进行努力:

第一,组织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笔记文本

进行考订、校证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宋人

笔记在流传的过程中在版本、文字等方面有许多

的异同乃至史实的错讹, 优秀版本的选择、文字的

考订、史实的正误乃至散失文本的辑佚,这是宋人

笔记研究的基础。尤其是要对较重要的宋人笔记

进行校正 (注 )工作。 5梦溪笔谈校证6、5清波杂

志校注6等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虽说这一工
作颇为艰难,但只要我们措施得当, 组织得力, 态

度认真,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完成对 100余部宋人

笔记的校正 (注 )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从使用的便利角度考虑,现行的宋人笔

记整理本, 大都不便检索。可考虑编撰 5宋人笔
记类编6和创建更加完整的宋人笔记数据库。�m}我

们研究宋人笔记的目的就是要为唐宋文化的研究

服务,相对于5全宋笔记 6及业已出版的其它宋人
笔记作品而言,笔者以为,将宋人笔记分门别类进

行类编更能方便读者的使用, 更能发挥宋人笔记

的价值。古人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宋人所

编的 5西山图经 6、5九域志 6、5皇朝事实类苑 6、

5太平治迹统类 6、5中兴治迹统类6, 近人所编5宋

人轶事汇编 6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 上述诸书

在引用书目、收录范围、所分类别等方面有许多不

足而已。而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比古人

做的更好、更全。

关于创建宋人笔记的数据库, 早在 1987年,

河南大学就已经开发了 5电脑化宋人笔记检索系
统6, 为海内外数十家文史研究机构的学者服务,

显示出很高的应用价值。但由于该数据库收入宋

人笔记数量少 (只有 50种 ), 再加上服务范围有

限,大大影响了其价值。近年来,海内外各种数据

库纷纷涌现, 如 5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 6、

5全唐诗6、5先秦魏晋南北朝诗 6、5全上古三代秦
汉三国六朝文 6、5十三经 6、5全唐文6、5诸子集

成6、5全宋诗6、5全唐五代宋词 6、5汉籍全文资料

库6、5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 6、5魏晋南北朝全
部传世文献 6、5竹简帛书出土文献 6、5四库全

书6、5二十五史 6等等,为我们创建和开发古典文

献数据库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科学技术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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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异也为我们提供了更新的技术支撑,建立全

宋笔记数据库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三,从建立学科体系的大处着眼,建构笔记

研究的理论体系。 /考虑将笔记的分类如何从传

统框架走向现代规范化的梳理 0, /如何建立科学

体系, 加强学科意识, 把笔记作为相对独立的门类

文体进行学科性的探究0, �m~
厘清笔记与其它文体

的关系,探究笔记的文化意义, 是当前关于笔记研

究,包括宋人笔记研究的当务之急。近年来程毅

中、陶敏等先生也先后著文谈及于此
�nu
, 这无疑是

宋人笔记研究的利好信息,我们衷心期待着更多

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参与宋人笔记的理论研究。

注释:

¹ 关于宋人笔记的价值, 近年来论者颇多, 傅璇琮先

生5全宋笔记# 序6论之尤详, 可参考。详见5全宋笔记6

第一编第一册, 大象出版社, 2003年版。

º 戴望舒: 5读 <东京梦华录 >里的一个句读问题6,

王文彬、金石主编5戴望舒全集# 散文卷 6, 中国青年出版

社 1999年版, 第 320页。

» 邓之诚: 5东京梦华录注6自序,中华书局 1982年

版。

¼如孔宪易5读3东京梦华录注4小议6 ( 5学林漫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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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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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 5传统的中国科学6第一讲。转引自白智

勇: 5胡道静先生和 <梦溪笔谈 > 校证6, 5书屋6,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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