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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精华编一一三)》

内容概要

《儒藏》精华编第112、113两册于2014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两册隶属经部四书类四书总义
之属，收录南宋赵顺孙《四书纂疏》一种。
《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南宋赵顺孙撰。赵顺孙（1214—1276）字和仲，号格庵，缙云（今浙江缙云
县）人。淳佑十年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咸淳改元，为秘书郎兼崇政殿说书。后忤贾似道，出
知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复召升吏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顺孙好学博敏，著述颇丰，
《四书纂疏》之外，还有《近思録精义》若干巻，《孝宗系年録》若干巻，《中兴名臣言行録》若干
巻，《文集》若干巻以及奏议若干，幷藏于家。所著惟《四书纂疏》行于世。顺孙学宗朱子，得家学
之传，为朱子三传弟子。终身用力于四书，溯求考亭之原委，自谓：“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
语简严，浑然犹经也。因编取朱子诸书及门人讲解有可发明注意者，悉汇注下，以便观省，名曰《纂
疏》。”《四书纂疏》乃渐次单独成书：《大学纂疏》、《中庸纂疏》、《论语纂疏》、《孟子纂疏
》，何时合刊无从考定。《四书纂疏》现存最早版本为《通志堂经解》本，初刻于康熙十九年，后有
乾隆五十年补刊本、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重刊本。此次校点整理，以通志堂康熙十九年初刻本为底本
，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校本。
本书校点者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院陈静先生，审稿人为中华书局编审刘尚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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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精华编一一三)》

作者简介

赵顺孙(1215-1277)，字和仲，号格庵，缙云云塘人。南宋淳佑十年(1250)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参知
政事、同知枢密院事，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赵顺孙享年63岁。死后安葬于缙云舒洪大蓬。门人私谥"
文贞"。《宋史》卷274《宰辅表》、卷47《瀛国公本纪》、卷173、178《食货志》有其事迹。
赵顺孙的父亲赵雷是理学大师朱熹的学生，与理学家真德秀交往很深。因父亲去世，他从武夷山返里
守孝。三年丧期满，再去武夷山时，朱熹也去世了，他就跟随朱熹的高足滕璘读书，《宋元学案》亦
有其名。所以，赵顺孙学有渊源。据说8岁时能诵说《九经》，朝廷赐他童子出身。他不急于求取功
名，就象今人追求博士后般，跟随朱熹学派"南湖学派"的杜范读书。杜范曾任过宰相。这些对于赵顺
孙的从政理念、学术研究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他与其父在《宋元学案》中都有自已的地位
。
著作甚多，其中经学的有《四书篡疏》28卷、《麟经注解》(即《春秋》)、《近思录精义》；史学有
记录宋孝宗一朝历史的编年体《孝宗系年录》、记录南宋初年大臣事迹的《中兴名臣言行录》；还有
给度宗皇帝讲课以及自己对国事发表建议的奏章类的《格庵奏稿》以及《文集》。可惜留传至今的只
有其中的《四书篡疏》和《格庵奏稿》；以及北京大学编篡的《全宋诗》，录其诗7首；上海辞书出
版社出版的《全宋文》录其文2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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