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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欧阳修新发见书简九十六篇東英寿，《歐陽脩新発見書簡九十六篇：歐陽脩全集の研究》，東京
：研文出版，2013．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致力于欧阳修研究近三十年，发表了若干相关论著，但
从未预想自己能发现欧阳修的佚文，更不敢想像是数量巨大的九十六篇佚简。原因很简单，欧阳修这
样的一流文人，一直为世所重，自南宋编纂一百五十三卷的《欧阳文忠公集》以来，直至明清，其诗
文数量相当确定，清代欧阳衡找到七篇佚文，已是十分难得了，今天想找到欧阳修一两篇佚文难于上
青天。所以，2010年6月，东英寿教授发现这九十六篇佚简时，也不敢贸然确信，经过考证确认后，
至2011年才向学术界公开了这一消息，随即引起东亚媒体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东英寿教授所发现的
九十六篇佚简，现在已经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一期），而且也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东英寿教授这本《欧阳修新发见书简九十六篇》披露了发现佚文的经过和相关版本考证。全书上编主
要考证九十六封佚简的真实性，其中第二章为九十六封佚简的整理校点稿，已发表的校点稿将底本的
文字改为通行字体，本书中的校点稿力图再现底稿文字字形，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影印全部佚文内容。
下编主要对欧阳修全集版本源流的考证，其中有三篇是书评，对中国出版的几种欧阳修文集作了直率
的评论。全书最后还有一个附篇，记叙了寻找考证相关版本和佚文的经过。这里根据该书，先说说东
英寿教授何以可能发现这些佚简。他是在研究《欧阳文忠公集》版本问题时发现这批佚简的。《欧阳
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为南宋周必大等人编纂，目前能见到的宋刻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十种；
台湾藏本三种，一种破损严重，无法考察，另两种记录已表明是复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一种
，存六十七卷；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本一种，东英寿教授就是从这个本子上发现九十六篇
佚简的。“天理本”虽有后人补写，但最大程度上保存了宋刻原貌，因此被日本定为国宝，能接触到
的人比较少，这是佚简一直不为人知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图书馆目录著录和先行研究都认为“
天理本”与“宫内厅本”皆为周必大原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种相同，所以一般人不可能
会想到其记载错误，加上中日两国之隔，更是难以对这些版本加以比对，事实上东英寿教授说自己获
得国宝“天理本”和“宫内厅本”的复印件已经有十年左右，但一直没有意识到佚简的存在。比对几
种通行的本子之后，东英寿教授决定到北京仔细核对，才能确定这些佚简的可靠性。他在中国国家图
书馆通过胶卷查看了十种内的八种，另两种没有胶卷，不能查看，不过恰巧这两种也缺失《书简》部
分，对调查不影响。他在其中一个仅剩九卷的本子中，发现了“天理本”佚简的九十六封中的三十六
封。这让他很沮丧，因为他原先假设这些佚简是“天理本”独有，不过，转念一想，这也证明了“天
理本”的佚简并非日本人的伪作。接下来就是要确定这些佚简的来源，也就是这几个宋刻本的关系问
题。《关于周必大原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一文指出，《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由南宋周必
大整理刊行，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邓邦述跋本”就是当时的原刻本，该本仅存二十至二十三共
四卷，其中第二十卷最后，其他版本添加了一段编校说明，而此本独缺，应该可以证明其为原刻本。
这个本子原先没有引起东英寿教授的注意，当时他去北京，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图书馆的人，希望复印
另外一个本子，但送来的却是这个四卷本，最后通过比对，意外在认为这正是周必大的原刻本。第二
次刊行的刻本比原刻本增加了十九篇书简。通过刻工名字等相关调查，可以确定日本“宫内厅本”与
东英寿教授称为“国图本”（四十六册，卷三至卷六、三十八至四十四、六十一至六十三、九十五、
一百三十四至一百四十三配明抄本，该本国图藏三种，另两种残缺更多）为同一版本，东英寿教授认
为原刻本刊行之后，周必大等人又找到了十九篇书简，就直接加在“书简”部分的相关位置。这一系
统的版本后来进入明代内府，而明代内府本为目前各种通行版本的祖本，如清代欧阳衡本、民国四部
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也即这些本子的祖本与“国图本”相同。“天理本”是原刻本的第二次增订
本。“天理本”的刻工名字与“国图本”、“宫内厅本”皆不相同，该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个
仅九卷的残本，东英寿教授认为这是周必大之子周纶的修订本，增加了九十六篇书简，即这是其他版
本所没有而为东英寿教授发现的佚简。“天理本”收藏经过十分清楚，日本鎌仓幕府建立金泽文库，
自中国购入大量书籍，此时，想必南宋末年战乱等原因，此本在中国反而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进入
明代内府。金泽文库收藏后，经京都堀川的伊藤家，现在入藏于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1952年成为日
本国宝，源流十分清楚。通过这一系列的版本考查，可以确定这九十六篇书简的真实性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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