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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三礼注研究》

内容概要

要对郑玄的《三礼注》作研究，首先必须对《三礼》进行通论性概述。众所周知，《三礼》历来被认
为不仅是难读的书，而且又是争议最大的书。如认为《周礼》“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四
库全书总目》)。而本书作者对《三礼》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书名、流传、篇次、内容及其价值等棘手
问题都直抒己见，或申述，或辩驳，或补纠，或论定，新知迭出，颇多创获。

值得重视的是本书把郑学放在东汉后期的社会矛盾中，放在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
。是书认为“郑学的出现是两汉今古文经学从斗争走向融合的必然产物”，故列《汉代的经今古文之
争与郑学的出现》专章进行论辩。文中提出“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皆与当时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无关”
，而提出两汉性质不同说，即：西汉主要是利禄之争，东汉则主要是学术道统之争。无疑这一观点跳
出了以往的学术模式，是会引起大家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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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宇，1943年12月生，安徽省安庆市人。196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1年河南大学历史系
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经学和《三礼》
学的研究。曾先后出版《仪礼译注》、《礼记译注》、《周礼译注》、《诗经一朴素的歌声》等著作
，主编《谋士传》一书。并曾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
文史哲》、《齐鲁学刊》，以及多种学报上发表《论郑玄〈三礼注〉》、《王莽与今古文经学》、《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释例》、《〈周礼〉的内容、行文特点及史料价值》、《西周郊天礼考辨
二题》、《略论汉代的三年丧》等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出版论文集《经学探研录》。目前主要从事《
三礼》及其郑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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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三礼注研究》

书籍目录

通论编　第一章　郑玄生平事迹考略　第二章　郑玄著述考一、注释类二、著作类三、门弟子所辑类
　第三章　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与郑学的出现一、西汉的今文经学博士二、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现
三、关于今古文之争四、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与郑学的出现　第四章　略论“礼是郑学”　第五章　《
三礼》概述一、《周礼》概述　　二、《仪礼》概述　 三、《礼记》概述　第六章　论郑玄《三礼注
》一、引论　　二、《三礼注》的注经方法　　三、《三礼注》的注经体例　　四、关于《三礼注》
的考辨校勘编　第一章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之条例考一、从本字不从通假字(126例)二、从本
原字不从区别字(2例)三、从本字不从后起之生僻字(1例)四、从本字不从俗字(4例)五、从本字不从义
近字(1例)六、从本字不从其义近字之通假字(1例)七、从通假字不从本字(8例)八、从通假字不从本字
之义近字(1例)九、从通假字不从通假字之通假字(8例)一○、从通假字不从义异之字(1例)一一、从区
别字不从本原字(3例)一二、从后起字不从通假字或假借字(2例)一三、从易晓字不从义晦字(1例)一四
、从义训贴切之字不从易生歧义之字(1例)一五、已通用的假借字之假借字则从之而不改(1例)　　一
六、从通用字不从其训诂字(1例)　　一七、从正体字不从其异体字(1例)　　一八、同为假借字从其
相承用久者(1例)　　一九、同为通假字从其于义切近者(6例)　　二○、同为假借字从其较古者(1例)
⋯⋯训诂篇附录　引用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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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了消除进入三礼的心理压力，看得粗略
2、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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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三礼注研究》

章节试读

1、《郑玄三礼注研究》的笔记-第1页

        勘误：

第1页，倒数第2行，“张舜徽的《郑学丛书》”应改为“张舜徽的《郑学丛著》”
按：《郑学丛著》，张舜徽著，最新有华中师大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张舜徽先生并无《郑学丛书》
这种著作。
第145页，第15行，“）”应删去。
按：前文并无左括号，这里不当有右括号。
第153页，第12行，“陈昌奉刻本”应改为“陈昌治刻本”
按：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说文解字》所用为清代陈昌治刻本，小子寡陋，未闻有陈昌奉刻本。
第176页，第6行，“陈澔的《礼记集解》”应改为“陈澔的《礼记集说》”
按：陈澔，宋末元初人，著有《礼记集说》十卷（今本十卷，（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十卷）。另有
宋人卫湜著《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第776页，第8行，“我真地”应改为“我真的”
第777页，倒数第2行，“真地是”应改为“真的是”
按：以上两例都是杨先生习惯性疏误，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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