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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典籍引《诗经》资料汇编》

内容概要

本书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之《毛诗逐字索引》为底本，然后用研究所[汉达古文献数据
库]计算机检索系统，将先秦两汉典籍直接引录《诗经》的数据辑录出来。至于暗引或暗用《诗经》者
，则由研究人员先行编纂《诗经》所见词汇表，然后利用数据库逐条检索，再反复核实，然后定稿。 
  本书主要收录先秦两汉典籍引用《诗经》相关资料，不论经、史、子、集，举凡引用《诗经》者，
皆予收录。王于汉世传注，例如群经郑玄《注》，《淮南子》、《吕氏春秋》高诱《注》，《楚辞》
王逸《注》，如有称引《诗经》者，因属两汉范畴，亦予收录。    另先秦两汉典籍文句有与《诗》文
相彷佛者，而该典籍之传注注出《诗》句，凡此皆可能是用《诗》之例。如有上述情况，即使此等传
注之年代后于两汉，为便读者了解典籍用《诗》之意，本书亦将连同注文一并收录。例如：《邶风·
谷风》：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楚辞·九辩》：无衣裘以御冬兮。洪兴祖《补注》引《诗》：我有
旨蓄，亦以御多。至于两汉以后，诸如郭璞《尔雅注》、陆德明《经典释文》，虽曾大量引用《诗经
》，并于三家《诗》异文之研究有重要参考作用，然而限于体例，本书皆不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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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达古籍研究丛书》序出版说明序凡例征引书目征引典籍次序表诗经  1 关雎  2 葛覃  3 卷耳  4 穋木  5
螽斯  6 桃夭  7 兔置  8 芣莒  9 汉广  10 汝坟  11 鳞之趾  12 鹊巢  13 采蘗  14 草虫  15 采苹  16 甘棠  17 行露 
18 羔羊  20 摽有梅  21 小星  22 江有汜  23 野有死麕  24 何彼秾矣  25 绉虞  26 柏舟  27 绿衣  28 燕燕  29 日
月  30 终风  31 击鼓  32 凯风  33 雄雉  34 匏有苦叶  35 谷风  37 旄丘  38 简兮  39 泉水  40 北门  41 北风  42 
静女  43 新台  45 柏舟  46 墙有茨  47 君子偕老  48 桑中  49 鹑之奔奔  50 定之方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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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今天为了查资料翻了一部分，还是很好用的。
2、其实不算特别方便
3、这书啥时候才能搞到电子版啊。。。
4、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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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覺得只有第一流的學者才配做輯佚。但是學識已然一流，往往就著書立說去了，不太屑于做輯
佚這種工作。畢竟輯佚留給學者的發揮空間實在太小，很難彰顯能力、展現水準。但二流三流四五流
的做輯佚又實在不行。陳氏父子與玉函山房、漢學堂諸書草草翻過，便高下立判。陳恭甫、樸園的輯
佚真是清代巔峰、後世規範、人類福音，那種妥帖細膩，讓明徵暗引，無所遁形。但一流有一流的麻
煩，四家異文考和齊魯韓遺說考最大的麻煩就是樸園自信而強勁有力的判斷。師承的記述毕竟寥寥，
並不能給三家詩歸屬提供太多依據，所以根據師承歸納用字，根據用字判斷學派就成了主要方法。儘
管樸園也算是運用之道存乎一心，但判斷失誤也難以避免。說回到《先秦两汉典籍引诗经资料汇编》
，只列出處不斷何家，避開了許許多多犯錯的機會。但許多明標魯詩、韓詩的，是否也該注明呢？還
是文選注引的魯詩不是先秦兩漢典籍⋯⋯⋯⋯此書輯佚的基礎工作還遠不及《異文考》。只說兩點：
一是這個資料彙編對字書也太生疏了，許多一行一篆本《說文》的錯誤明明能通過《玉篇》等書得到
校訂。（當然《玉篇》不是先秦兩漢典籍）二是金石學的成果完全沒有採納。（當然《隸釋》也不是
先秦兩漢典籍，熹平石經雖然是兩漢，但不是典籍⋯⋯）當然一切都能用“先秦兩漢典籍”來塞責，
但沒有一個更廣泛的工作基礎，你怎麼知道鄭箋的破讀不是根據魯詩異文呢？
2、但不是我的，是托導師從港大圖書館借的，據他說，港大圖書館也只有這一本。準備複印。書還
是很好的，想看某一首詩在典籍中的引用情況，拿來一查，一目了然。好處不多說，說幾點不滿意的
地方：1、畢竟是香港編輯的書，所以他們使用的先秦兩漢古籍的常見版本，和大陸的有些不同。所
以檢索起來還是挺麻煩的。比如《文選》用臺北正中書局版、《前漢紀》用臺灣商務版、《荀子》用
臺灣商務版等。即便有些版本是影印，底本為大都是四部叢刊本，好多我也沒有，挺鬱悶的，因為這
樣一來，他們標注的頁碼就沒法用了。不過更多的版本還是以中華書局、上海古籍等。這一點，還能
接受。2、《凡例》說，非先秦兩漢古籍不收，有些成書於兩漢以後的典籍，所收材料有助於引詩，
所以也收錄了，如《漢書》的顏師古注等。這很好。但是，既然連顏師古注都收錄，為何不收錄《後
漢書》、《後漢記》等由漢代之後的人編著的史書？這很不合理。因為這兩種所依據的材料，不少都
是晚漢流傳下來的，不能因為編者非漢人則不收。更何況這兩套史書中收錄的詔書法令奏章等，都是
比較可靠的東漢檔案，沒有不收錄的理由。我覺得這是本書最大的一個疏漏。3、缺少一個索引。當
然本書就是一個索引。是按照《詩經》篇目排列的索引，每一首詩下面羅列典籍引用情況。但缺少一
個按照查閱某典籍引詩情況的索引。比如，我要查《漢官儀》引詩情況，就很難查找。因為《漢官儀
》引詩很少，就若干條，我總不能把這本書翻一遍吧，那我還不如查《漢官儀》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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