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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是一部版本目录

曹摇 之摇 孙文杰

摘摇 要摇 《隋书经籍志》既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命名的史志目录,又是一部版本目录,其《总序》部分是

一部写本目录,而正文部分则著录了大量的同书异本。 《隋书经籍志》成为一部版本目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编撰《隋书经籍志》是一个较大的工程,绝非一人所可为,其预修者有待详考。 而书中所提“传拓之本冶,似为“响
搨冶之误。 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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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隋书经籍志》既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经史

子集命名的史志目录,又是一部版本目录。 对

于前者,论者夥矣;对于后者,世鲜有论。 本文

试就后者,略陈固陋。

1摇 《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

《隋书》的编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纪传部分的编撰,和《梁书》、《陈书》、《齐书》
(为区别萧子显撰《南齐书》,后称《北齐书》)、
《周书》一样,先后编撰两次,成于唐太宗贞观十

年(636 年);第二阶段是十志部分的编撰,始撰

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 年),成于唐高宗显庆

元年(656 年) [1] 。 《隋书经籍志》 就是十志之

一。 关于《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历来说法不

一,或称魏徵撰,或称李延寿、敬播同撰,不一而

足。 据《旧唐书·魏徵传》:“隋史序论,皆徵所

作。冶《旧唐书经籍志·叙》引用毋煚的话说,《隋
书经籍志》“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冶“文贞冶是
魏徵的谥号,可见《隋书经籍志》的序言似由魏

徵所作。 然而魏徵卒于贞观十七年(643 年),十
志刚刚编撰两年,距成书还有十三年。 一般来

说,序言的撰写时间应在全书写成以后。 既然

如此,魏徵似不可能超前写出序言。 据《北史·
李延寿传》:“(贞观)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

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

寿撰录,因此遍得披寻。冶又李延寿上《南史》、
《北史》表云:“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

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

是臣所修。冶 [2]可见李延寿确实预修包括《隋书

经籍志》在内的十志。 据清姚振宗撰《隋书经籍

志考证·叙录》:“大抵是志初修于李延寿、敬
播,有网罗汇聚之功;删订于魏郑公,有披荆翦

棘之实。 撰人可考见者凡三人。 旧本题魏徵等

撰,徵实可信也。冶郑国公是魏徵的封号。 如上

所言,魏徵已于成书十三年前死去,怎么可能进

行“删订冶工作,“有披荆翦棘之实冶呢? 至于敬

播,据《旧唐书·敬播传》:“又撰《太宗实录》,
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为二十卷,奏之,赐
帛三百段。 后坐事出为越州都督府长史。冶这就

是说,从贞观十五年(641 年)到贞观二十三年

(649 年),敬播因预修《太宗实录》而不可能预

修《隋书》十志,从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到显

庆元年(656 年),只有七年时间,敬播或因“坐
事出为越州都督府长史冶,似不可能参预《隋书》
十志的收尾工作。 总而言之,《隋书经籍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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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者只有李延寿确信无疑。 但从《隋书经籍

志》前后体例不一等情况分析,该志当非出自一

人之手。 编撰《隋书经籍志》是一个较大的工

程,绝非李延寿一人所可为,魏徵、敬播等其他

预修者待详考。

2摇 《隋书经籍志·总序》是一部写本目

录的汇编

图书版本就制作方式而言,约分写本、印本

两个大类。 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社会上流布

的图书都是写本。 《隋书经籍志·总序》历述写

本源流,是一部历代写本目录的汇编。 从汉代

到隋代,官方编制了大量写本目录,如刘向等

《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郑默《中经》、荀勖

《中经新簿》、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谢灵运

《四部目录》、王俭《七志》、王亮等《四部书目》、
任昉等《四部目录》、阮孝绪《七录》、隋代诸目

等,备述历代书数及其兴替,不仅是一部隋代以

前图书的聚散史,而且是一部校书史、抄书史和

编目史。 就其本质而言,校书就是比较同书异

本的差别,历代学者为比较同书异本付出了辛

勤的劳动。 古代抄书总是和校书、编目紧密相

连。 每一次校书之后,照例都要按照定本抄写

一遍,然后编成目录,编目就是据写本而编。 从

汉代开始,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图书抄写工作。
汉武帝时,已“置写书之官冶;晋代《中经新簿》著
录的就是“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冶的帛书写本;南
朝宋时,收藏的也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冶的写

本。 隋代更加重视写本, “每书一卷,赏绢一

匹冶。 隋炀帝即位后,“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

本冶。 抄写图书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隋书经

籍志》就是一部写本目录。 另外,从《隋书经籍

志·总序》的行文来看,也使用了旧本、异本、古
本、正本、副本等版本学术语,例如《总序》云:
“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冶这
里所谓“旧本冶,就是指时间已久的早期抄本。
《总序》云:“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

使人,搜访异本。冶这里所谓“异本冶,就是指同书

的不同版本。 《总序》云:“及平陈已后,经籍渐

备。 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

恶。 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冶这里所谓“古

本冶,就是指南朝陈的写本。 《总序》又云:“(平
陈已后)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

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

中。冶这里所谓“正本冶即国家正式收藏、错误较

少的善本。 “副本冶即据正本誊录的抄本。 可见

隋代已有收藏正本、副本的规定。 除了以上这

些版本学术语之外,还有不少关于版本的记载,
例如《总序》云:“(汉代)去圣既远,经籍散逸,
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
为三,《论语》 有齐、鲁之殊,《春秋》 有数家之

传。冶也就是说,《尚书》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
《诗经》汉代以前有鲁、齐、韩三家版本,《论语》
有齐、鲁两家版本,《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
邹氏、夹氏等诸家版本。

3摇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同书异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同书异本很多,主要

有:(一)存本和亡本。 存本即流存下来的本子,
亡本即已经亡佚的本子。 《隋书经籍志》用大字

著录者都是存本,小字著录者多为亡本。 如晋

《傅玄集》十五卷是存本,五十卷(另录一卷)是
亡本;晋《王坦之集》七卷是存本,五卷(另录一

卷)是亡本;晋《王珣集》十一卷是存本,十卷(另
录一卷)是亡本;晋《陆机集》十四卷是存本,四
十七卷(另录一卷)是亡本。 (二)全本和残本。
全书即卷数完全的本子,残本即卷数残缺的本

子。 《隋书经籍志》用大字著录者大多是全本,
残本著有“残缺冶二字。 如晋《稽喜集》一卷、晋
《羊祜集》一卷、晋《张骏集》八卷、晋《孙放集》
一卷、晋《戴逵集》九卷等都是残本。 比较而言,
全本在《隋书经籍志》中占绝大多数,残本是极

少数。 (三)正本和别本。 正本之义已如上言,
别本即正本之外的同书异本。 如晋《刘琨集》九
卷是正本,《刘琨别集》十二卷是别本;南朝宋刘

义恭撰《江夏王义恭集》十一卷是正本,《江夏王

集别本》十五卷是别本;晋挚虞撰《文章流别集》
四十一卷是正本,《文章流别别本》十二卷是别

本。 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十《文章

流别本》十二卷按:“此或是《文章流别别本》,为

093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三五卷摇 第一七九期摇 Vol. 35. No. 179

谢益寿(谢混,字益寿)所删存者,转写夺下别字

欤!冶(四)全本和钞本。 抄撰是南北朝时盛行的

一种著作方式。 抄撰就是边抄边撰,抄撰一体,
抄中有撰,撰在其中。 通俗地说,抄撰就是节

钞。 南北朝时尚未发明雕版印刷,多卷著作的

抄写颇费时日。 为了节省抄写和阅读的时间,
出现不少多卷著作的节钞本。 《隋书经籍志》中
著录了不少全本和节钞本,如晋王叔和撰《脉
经》十卷和《脉经钞》两卷;南朝宋刘义庆撰《集
林》一百八十一卷和《集林钞》十一卷;南朝宋谢

灵运撰《诗集》五十卷和《诗集钞》十卷;谢灵运

撰《赋集》九十二卷和《赋集钞》一卷;南朝宋殷

淳撰《妇人集》三十卷和《妇人集钞》二卷;南朝

孔逭撰《文苑》一百卷和《文苑钞》三十卷;南朝

齐陆澄撰《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和《地理书钞》
二十卷。 (五)丛书本和单行本。 丛书是指汇集

多种著作为一书而冠以总名的著作。 南朝齐陆

澄汇集 160 种著作为一书,题名《地理书》,共有

149 卷,它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丛书之一。 《隋书

经籍志》著录此书,称之为“澄本冶。 澄本之外,
又著录了《山海经》二十三卷、《水经》三卷、《黄
图》一卷、《洛阳记》四卷(无名氏)、《洛阳记》一
卷(陆机)、《洛阳宫殿簿》一卷、《洛阳图》一卷、
《述征记》二卷、《西征记》二卷、《娄地记》一卷、
《风土记》三卷、《吴兴记》三卷、《吴郡记》一卷、
《京口记》二卷、《南徐州记》二卷、《会稽土地

记》一卷、《会稽记》一卷、《随王入沔记》六卷、
《荆州记》三卷、《神壤记》一卷、《豫章记》一卷、
《蜀王本记》一卷、《三巴记》一卷、《珠崖传》一

卷、《陈留风俗传》三卷、《邺中记》二卷、《春秋

土地名》三卷、《衡山记》一卷、《游名山志》 一

卷、《圣贤冢墓记》一卷、《佛国记》一卷、《游行

外国传》一卷、《交州以南外国传》一卷、《十洲

记》一卷、《神异经》一卷、《异物志》一卷、《南州

异物志》一卷、《蜀志》一卷、《发蒙记》一卷等 39
种著作单行本。 又如南朝梁任昉撰《地记》,在
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84 种著作,
共计二百五十二卷,《隋书经籍志》在著录任昉

撰《地记》二百五十二卷的同时,又著录了《三辅

故事》二卷、《湘洲记》二卷、《吴郡记》二卷、《日
南传》一卷、《江记》五卷、《汉水记》五卷、《居名

山志》一卷、《西征记》一卷、《庐山南陵云精舍

记》一卷、《永初山川古今记》二十卷、《元康三年

地记》六卷、《并帖省置诸郡旧事》一卷等 12 种

著作的单行本。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

类·杂编》按语说:“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

而别题以总名者,惟《隋志》载《地理书》一百四

十九卷、录一卷,注曰:‘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

百六十家以为此书。 澄本之外,其旧书并多零

失,见存别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爷又载《地记》
二百五十二卷,注曰:‘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

四家以为此记。 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 见存别

部行者惟十二家。爷是为丛书之祖。冶

4摇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搨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搨本 11 种:一字石经周

易一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一字石经鲁诗六

卷、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一
字石经公羊传一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一字石

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三字石经尚书

五卷和三字石经春秋三卷。 据《隋书经籍志》经
部小学类序:对于汉魏石经,“贞观初,秘书监臣

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 其相承传拓之本,犹
在秘府。冶其中,“拓冶字似为“搨冶字之误。 拓本

和搨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拓本又叫墨本,是
把金石器物上面的文字、图像拓下来的纸本。
“拓冶的具体方法是先将器物上蒙一层较薄的湿

纸,拍打后使其凹凸分明,然后晾干、上墨,显出

文字、图像来。 因为拓本手续复杂、难度较大,
南北朝时期,人们似没有掌握这项技术。 如果

《隋书经籍志》著录者确为拓本的话,当时的拓

本当有很多,绝对不止 11 种。 北魏地理学家郦

道元在《水经注》中著录碑刻 270 余块,这些碑

刻文字模糊,不可识读,如《河水篇·龙门三碑》
云:“文字紊灭,不可复识。冶《汾河篇·介子推祠

碑》云:“文字剥落,无可寻也。冶 《洛水篇·晋潘

岳父子墓碑》云:“碑石破裂,文字缺败。冶 《谷水

篇·广野君庙碑》云:“文字剥落,不复可识。冶
《渭水篇·太公庙碑》 云:“文字褫缺,今无可

寻。冶《颖水篇·汉蔡昭墓碑》云:“碑字沦碎,不
可复识。冶《渠水篇·汉陈相王君造四县邸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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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文字剥缺,不可悉识。冶 《沔水篇·华君铭》
云:“文字磨灭,不可复识。冶 《湍水篇·汉左雄

碑》云:“碑字紊灭,不可复识。冶 《涢水篇·三王

城碑》云:“文字阙落,不可复识。冶 《湘水篇·舜

庙二碑》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冶如果当时确

有拓本,郦道元面对“文字磨灭冶的碑刻,定然不

肯罢休,一定会找拓本加以核对。 像郦道元这

样雅嗜碑刻者尚且不知拓本为何物,遑论其他。
退一步说,即使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拓印的方

法,拓印石经也不可能,因为从汉魏石经的流传

情况看,历经磨难,“十不存一冶。 拓印离不开原

石,是就经石而拓之。 既然经石不在,何来拓

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搨本则是影写之本。
影写常用的具体方法是将字画贴在窗户上,以
白纸覆其上,借着窗户外来光线勾勒出字画轮

廓,再以浓墨填实。 这种方法通常又叫响搨。
唐代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搨书冶人,干的就是这

种工作。 据《旧唐书·职官志》:弘文馆有“搨书

手三人冶,集贤殿书院有“搨书六人冶,崇文馆有

“搨书手二人冶。 又据唐何延之《兰亭记》:“帝
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

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冶 [3]

“传搨冶一词为唐人所习用。 唐窦泉《述书赋》序
云:“刊讹误于形声,定目存于指掌,其所不睹,
空居名额,并世所传搨者,不敢凭推,一皆略

焉。冶这里“传搨冶二字,就是影写之意。 又如唐

窦泉《述书赋》卷上窦蒙注:“杨肇,字季初,荥阳

人,晋荆州刺史。 今见草书一纸,共十行,有古

署榜,无姓名,今共传搨之。冶从引文可以看出,
后人所传搨的不是金、石器物上的文字图像,而
是晋代著名书法家杨肇写在纸上的十行草书,
这里“传搨冶也是影写的意思。 可见《隋书经籍

志》所谓“传拓冶当为“传搨冶之误,其著录的 11
种图书当为搨本。 其实,不少学者早对《隋书经

籍志》关于“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冶的记载表

示怀疑。 著名学者罗振玉说:“惟《隋书经籍志》
著录一字、三字石经,其言曰:‘相承传拓之本,
犹在秘府爷,似梁隋所藏石经信为墨本者。 然传

拓(搨)之名,书画家皆用之,乃就本响拓(搨)摹
放。 《隋志》之言‘传拓爷,果为就石施墨与否,亦
尚未能断定。冶 [4]他举出三条理由说明拓印始于

唐代。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则断言:《隋书经籍

志》著录者均为“响搨冶。 他在《两晋南北朝史·
晋南北朝学术史》中列举了《隋书经籍志》著录

的 11 种图书和“相承传拓冶一语后说:“然则,响
搨之由来久矣。 然刻板之术未行,经籍终恃手

写。冶接着又罗列了南北朝刘芳、蒋少游、沈崇

傃、袁峻、庾震等抄书的例子。 可见,吕思勉先

生对《隋书经籍志》中“传拓冶就是“响搨冶的解

释毫不怀疑。

5摇 《隋书经籍志》产生的历史背景

作为版本目录,《隋书经籍志》的产生并不

是偶然的,唐代古籍版本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

了更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
唐代出现了大量同书异本。 除了善书、旧本、
异本、古本、梵本、胡本、佳本、良书、正本、别
本、副本等名称外,还出现了俗本、好本、净本

等名称。 例如《汉书·辛庆忌传》说:“光禄勋

行义修正,柔敬敦厚,谋虑深远。冶唐颜师古注

云:“今流俗书本,‘柔爷字作‘果爷者,妄改之。冶
此之“流俗书本冶即俗本,指广为流传的本子。
又如 唐 张 守 节 《 史 记 正 义 · 论 事 例 》 云:
“《史》、《汉》文字相承已久,若‘悦爷字作‘说爷、
‘閑爷字作‘閒爷……此之般流,缘古少字,通共

用之。 《史》、《汉》本有此古字者,乃为好本。冶
此之“好本冶即善本。 又如清俞樾《茶香室三钞

·净本》云:“唐人以写定之本谓之净本,今人

以真草对言矣。冶可见唐人所谓“净本冶即抄写

之后的定本。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佛
经传本各异,一经多译的现象非常普遍,同书

异本的数量更多。 (二)唐人对同书异本的研

究也很重视。 可考唐代官方大规模校书至少有

七次,其中第二次校书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
年)直到唐高宗显庆中,历时 30 余年[5] 。 著名

学者陆德明、颜师古、陆淳、郭京、颜元孙、张
参、唐玄度等都为校对同书异本作出了重要贡

献。 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汉书注》、陆
淳《春秋经传纂例》、郭京《周易举正》、颜元孙

《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

字样》等都是研究同书异本的重要著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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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关于 “善本冶 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上

品冶、“善书冶、“良书冶、“好本冶 等词语大行于

世。 如《旧唐书·蒋乂传》:“(蒋) 乂料次逾

年,各以部分,得善书二万卷。冶 《旧唐书·刘洎

传》云:贞观七年(633 年),为了教育皇太子,
刘洎上书说:“臣愚以为授以良书,娱以佳宾,
使耳所未闻,睹所未见,储德愈光,群生之福

也。冶以上所谓“善书冶、“良书冶,都是善本的意

思。 唐代僧人也很重视善本,西行取经者有玄

奘、玄照、师鞭、道方、道生、明远、义朗、智岸、
义玄、彼岸、昙闰、智弘、无行、大津、义净、贞
固、道宏、不空等 52 人[6] 。 为了寻求佛经善

本,他们翻越万水千山,克服艰难险阻,甚至献

出了生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四)唐代也出

现了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开元释教录》、
玄逸《释教广品历章》等版本目录。 道宣,丹徒

人,唐代名僧,中国佛教律宗的创立者。 其《大
唐内典录》中的《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和
《历代众经总撮入藏录》著录的单译和重译,实
则同书异本;《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实则善本

目录,“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以
为代表冶 [7] 。 智昇,唐长安西崇福寺僧人,其
《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分为总录、别录、入藏录

三大部分。 《总录》十卷,著录唐代及唐代以前

19 朝译经事,以译人为经,以译经为纬,每经著

录同书异名、译时、译地,也就是著录了同书异

本的书名、出版时和出版地。 《别录》八卷分为

七录:“有译有本录冶著录单译、重译的不同译

本;“有译无本录冶著录大量阙本;“删略繁重

录冶就同书异本“详校异同,甄别得失,具为条

目冶;“疑惑再详录冶著录疑本 14 部;“伪邪乱真

录冶著录伪本 392 部。 还附录了南齐竟陵王萧

子良等节钞本 54 部。 玄逸,河西人,玄宗外祖,
长安华严寺僧人。 其《释教广品历章》也是一

个版本目录,该目录是玄逸网罗众本、精心校

勘的结果。 总而言之,《隋书经籍志》成为一部

版本目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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