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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钞本到刻本》

内容概要

《从钞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日本论语古钞本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论语·里仁》
篇三考、释《论语》中的“直”、——兼及“亲亲相隐”问题、由出土本看今本《论语》校勘、杏雨
书屋藏《论语》残片三种校录及研究、《汉志》“论语类”文献构成舆《孔子家语》的相关问题、廖
氏世彩堂本《论语集解》平议、宋元《论语》附释音本考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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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钞本到刻本》

书籍目录

《论语·里仁》篇三考
释《论语》中的“直”——兼及“亲亲相隐”问题
由出土本看今本《论语》校勘
杏雨书屋藏《论语》残片三种校录及研究
《汉志》“论语类”文献构成舆《孔子家语》的相关问题
廖氏世彩堂本《论语集解》平议
宋元《论语》附释音本考略
日本南北朝(1336-1392）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猿投神社所藏本之意义
日本《论语集解》古钞本若干问题——以“青莲院本”为例
林泰辅旧藏古钞本《论语集解》校勘析论
《论语义疏》钞本与根本刻本的底本
日本古代《论语义疏》受容史初探
日本古代佛典注释书与《论语》
清原家《论语》抄物中的经说——以清原宣贤《论语听尘》为中心
《清原宣贤汉籍抄》及其整理刊行
日本最早出版的附训点本《四书集注》——书籍交流史视野中17世纪
初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论谙集说》与《论语会笺》
日本古代论语学资料及其研究
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日本旧刊“论语类”汉籍解题
附录
正平本论语札记
正平版论语源流考
一本邦旧钞本论语的
两个系统
皇侃《论语义疏》及其日本刻本对清朝
经学的影响
关于《论语义疏》传人日
本的疑问
《论语》研究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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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钞本到刻本》

精彩短评

1、5、11、17、18、22、23、24。宁镇疆文章观点基本同意，不过他的部分论证实际预设了《家语》
“孔安国序”跟《后序》非伪作的立场，只是很委曲的绕了过去。附录里几篇文章好，很喜欢日本人
见微知著的学术风格，但自己连个模样都学不来，可见读书有多粗。反省。
2、有水的有好的，附录不错
3、幾篇好文章，救了一厚本書。
4、有一篇论文是我翻译的，欢迎过往君子介绍类似业务。
5、全书亮点在35页
6、只看了《论语义疏》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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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钞本到刻本》

章节试读

1、《从钞本到刻本》的笔记-第361页

        “国家假顺考古，道有石经之举⋯”，实当读为：国家假顺考古道，有石经之举⋯

2、《从钞本到刻本》的笔记-第438页

        翟灏『四书考异』:“⋯以初摺本见馈⋯”案:初摺本即初印本，日人以する(印刷)训读刷、摺(即搨
字之讹)二字，故有摺本一说。然翟氏国人，原文当非如此，盖译者未核查原文，径由日文译出，故有
此误。又全书作“初摺本”处甚夥，宜一并译为“初印本”(日人书志学亦有是词，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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