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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资治通鉴稿》考论

李致忠

摘　 要　 国家图书馆藏司马光《资治通鉴稿》一帙,长 130 厘米,高 33. 8 厘米,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 《资治

通鉴》修于北宋英宗时期,司马光主修,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为属官,历经十九年书成。 此件藏品系北宋时期司

马光修《资治通鉴》时手稿,记事起于东晋首帝司马睿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将作乱,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其

子慕容皝入令支还,凡一年间史事。 卷尾有任希夷跋、赵汝述跋,葛洪、程珌、赵崇龢三人合跋;又有元人柳贯、黄

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祐等人跋或题诗,表明此件在宋元时期流传有绪。 明清两朝历经袁忠彻、项子京、梁清

标等人收藏,后来被征入清廷内府。 清朝覆灭后,流出宫外,后从香港卖出,归入国家图书馆。 与司马光同时期的

黄庭坚参加过《资治通鉴》校正事宜,目睹大量《资治通鉴》稿草,他总结司马光的书体特征是“正书不甚善,而隶

法极端劲”。 从《资治通鉴稿》书体看,“隶”中有“楷”,“楷”中又“隶”意十足,正与黄说相合。 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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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司马光《资治通鉴》稿

一帙,经过几次大型展览的展示及媒体宣介,很
多人都已知道。 但何以说它是司马光《通鉴》手

稿,迄今还有人提出质疑,我们也缺乏全面认真

的阐释。 本文想就这一课题做点尝试。
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

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

水先生。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 1038) 进士,初授

苏州签判,其后历任武成军签书判官、大理评

事、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并州通判等职,累官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卒赠太师、温国公,谥
“文正”。

1　 《资治通鉴》的纂修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十七,收录

其《进<通志>表》一文。 文曰:“臣闻治乱之原,
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 臣少好史

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

道悠,久而未就。 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
留意艺文,开延儒臣,讲求古训。 臣先有所述

《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

年,《史记》之外,参以它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
略可见。 文理迃疏,无足观采。 不敢自匿,谨缮

写随表上进。” [1]
 

此《表》连同八卷本编年体《通

志》,缮进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 1066),是年司

马光四十八岁,为龙图阁直学士。 《通志》表进

之后,“英宗悦之”,遂“命公续其书,置局秘阁,
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凡十

九年而成。 起周威烈王,讫五代,上下一千三百

六十二载。 其是非疑似之间,皆有辨论;一事而

数说者,必考合异同而归之一,作《考异》 以志

之。 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亲为制叙,

赐名《资治通鉴》。 诏迩英读其书,赐颖邸旧书

二千四百二卷。 书成,拜资政殿学士,赐金帛甚

厚……。” [2]可知《资治通鉴》的编纂缘起,乃因

司马光少好史学,又病其烦冗,遂将上起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前 403),下讫秦二世三年(前 207)
之史事,写成编年体史书《通志》 八卷,表进于

朝。 英宗览而善之,命他续写其书,并给了他优

厚的纂修条件:一是为他在崇文院开设史局,专
供修史之用;二是与修人员由司马光自选,遂使

光所素贤的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史才成为他修

史的属官;三是秘阁藏书允其使用,以便提供足

堪称用的史料;四是修史经费官拨调用;五是史

局可以随光转移,司马光有权调度。 这就与历

来国家设局编修正史、国史的结构、格局、史官

任选等有了本质的区别,使司马光在任人、调

度、裁决诸方面有了主导权。 加之所聘刘攽、刘
恕、范祖禹通力配合,遂使《资治通鉴》成为历代

官修史书的成功典范,在中国历史上竖起第一

座编年体通史的丰碑。
刘攽( 1023—1089),字贡父,一作戆父、赣

父,号公非。 刘敞弟。 宋临江军新余 (今属江

西)人。 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 历州

县官二十年,入为国子监直讲,迁馆阁校勘。 神

宗熙宁初,同知太常礼院,以反对王安石新法,
出知曹州。 哲宗元祐中召拜中书舍人。 一生博

览群书,精于史学,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
治汉史。 有《彭城集》 《公非集》 《中山诗话》 之

作。 初,“光请用刘恕、赵君锡、范祖禹同修。 后

君锡以父丧不赴,命刘攽代之” [3] 。
刘恕( 1032—1078),字道原,一作道源,筠

州高安(今属江西)人。 刘涣子。 北宋仁宗皇祐

元年(1049)进士,授巨鹿主簿、和川县令。 王安

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司,托辞不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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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陈新法之失。 恕博学洽闻,尤长于史学,纵论

数千年史事,如指诸掌。 治平中,司马光编次

《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 光

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

而知者,唯刘恕耳’” [4] 。 在史局中,凡遇史事分

错难治者,辄以委恕。 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

谬最为精详。
范祖禹( 1041—1098),字梦得,出生前,其

母梦身披金甲丈夫至寝曰“吾故汉将邓禹”。 是

日出生,因名祖禹。 后司马光为其作传,称邓禹

笃行淳备,故改字淳甫。 范镇从孙。 华阳(今属

四川成都)人。 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
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书成,除秘书省正字。
哲宗立,除著作佐郎,充修《神宗实录》。 历给事

中、翰林学士。 哲宗亲政,出知陕州。 绍圣初,
言者论其与修《神宗实录》诋斥神宗,遭贬。 祖

禹精于唐史,自撰《唐鉴》十二卷、《范祖禹集》五

十五卷等。
三位助修人员皆精史学又各有专攻,司马

光则知人善任,“以《史记》《前后汉》属刘攽,以
唐逮 五 代 属 范 祖 禹, 以 三 国 历 九 朝 至 隋 属

恕” [5] 。 可谓各用所长,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才

智。 如此精干的班子,经过十九年的不懈努力,
至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戊辰,由司

马光表进于朝。 进书表略曰:“臣尝患史册文事

繁多,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取善可为法,恶可

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伏

遇英宗皇帝睿智文明,思历览古事,爰诏下臣俾

之编集。 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以内

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古莫及。 不幸先帝违弃

群臣,陛下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之嘉名。 每

开经筵,常令进读……。 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

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 臣既无他事,得以

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编阅

旧史,旁采小说,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

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

九十四卷……。 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

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群书,评其同异,俾归

一途,为《考异》三十卷。 合三百五十四卷。 自

治平开局,迄今始成,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伏

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

燕,时赐省览。 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

永毕矣。” [6] 神宗接表获书,御制序文,赐名《资

治通鉴》。 并在奖谕诏书中说:“史学之废久矣,
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久远哉!
卿博学多闻,贯穿古今。 上自晚周,下迄五代,
发挥缀辑,成一家之书。 褒贬去取,有所据依。
省阅以还,良深嘉叹。 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
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 故兹奖谕。” [7]

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六,引证南宋高

似孙《纬略》 所载光与宋敏求信中说:“到洛八

年,始了晋、宋、梁、齐、陈、隋六代草卷。 以四丈

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 李巽岩(焘)亦称洛

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 [8] 设若晋、
宋、梁、齐、陈、隋六代《通鉴》 草稿就有六七百

卷,则后边的唐和五代,当亦不会少于四百卷。
两段相加就已上千卷。 再加上周威烈王至三

国,恐亦不会少于四百卷。 这样就当有一千四

百多卷了。 姑以一千四百卷算,其总长就是五

千六百丈,每丈十尺,则是五万六千尺,再将之

折算成米就会得出一万八千余米,按四百米标

准跑道运动场计算,则其草稿大约有四十五个

拉直跑道那么长,十分壮观。 李焘、张新叟以

《稿》“盈两屋” 来形容,不为夸张。 惜,今仅存

130 厘米,可谓万不一存,洵为珍贵。

2　 《通鉴稿》的流传

历经千年风雨沧桑,当时洛阳两屋积稿已

全部散佚,国图现藏之《通鉴稿》只长 130 厘米,
高 33. 8 厘米。 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 较

之积稿两屋,已万不存一。 此稿记事起于东晋

首帝司马睿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将作乱,至
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其子慕容皝入令支还,凡
一年间的史事。 每件史事写开头几字或十几字

便接写“云云”,以示省略。 内容见今通行本《资

治通鉴》卷九十二,但文字上有很大出入。 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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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纸乃首以白纸,后则用范纯仁致司马光及其

长兄司马旦的信札。 卷末有司马光“谢人惠物

状”。 卷尾有任希夷跋、赵汝述跋,葛洪、程珌、
赵崇龢三人合跋;又有元人柳贯、黄溍、宇文公

谅、朱德润、郑元祐等人跋或题诗。
任希夷跋称:“温公修《通监(鉴)》,起草于

书牍间,可见当日用意之厪。 至《答送物状》,亦
自为检,前辈之不苟如此,可师也已。 嘉定八年

十二月十四日,任希夷观于玉堂夜直。”
任希夷( 1156—?),字伯起,号斯庵。 其四

世祖伯雨本眉州(今属四川)人,为谏议大夫,后
仕闽,因家邵武(今属福建),遂为闽人。 南宋孝

宗淳熙二年(1175)登进士第,调建宁府蒲城簿、
萧山丞。 从朱熹学,笃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
开济士也”。 宋宁宗开禧初,为太常寺主簿。 嘉

定四年(1211),以宗正丞兼太子舍人。 累迁礼

部尚书兼给事中。 十二年( 1185) 签书枢密院

事。 十三年兼参知政事。 十四年出知福州。 卒

谥“宣献”。 有《斯庵集》,已佚。 《宋史》卷三九

五有传。 因知此帙《通鉴稿》 任希夷嘉定八年

(1215)在玉堂夜直时见过,并写下上述跋文。
玉堂,指用玉装饰的殿堂,即皇宫。 直,指夜在

禁林值班。 表明任希夷是在皇宫看过此稿,才
写下了此跋。 《跋》说《稿》“起草于书牍间”,与
国图所藏实物正合。 表明此稿其时乃为皇家宫

中之物。
赵汝述跋称:“温公起《通鉴》草于范忠宣公

尺牍,其末又‘谢人惠物状’草也。 幅纸之间三

绝具焉,诚可宝哉。 岐国汝述明可识。”
赵汝述(生卒年不详),字明可,宋太宗赵炅

八世孙,开封(今属河南) 人,寓居四明 (今宁

波)。 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卫泾榜进士,
调任南剑州顺昌府尉,累官刑部尚书,知平江

府。 宁宗嘉定间主管官诰院。 为史弥远所近,
人以此轻之。 官诰院,掌颁行官员的封授命令,
通常以礼部郎中、翰林院修撰各以充任。 赵汝

述看到司马光《通鉴》手稿,盖在此时。 果如此,
则证明他见到《通鉴稿》,当也在宫中。

葛洪、程珌、赵崇龢跋称:“此属稿尔,而字

画无一欹倾,惟公不欺之学,何往而不在哉! 葛

洪、程珌、赵崇龢通观,因相与叹仰如此。”这等

于是一通观款,但赞颂的仍然是他恭谨的书风。
葛洪( 1152—1237),初名伯虎,字容父,东

阳(今属浙江金华)人。 居城内葛宅园,师从吕

祖谦。 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 1184) 进士,授昆

山尉。 历任国子监丞,迁工部尚书兼侍读,端明

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绍定元年(1228)任参

知政事,封东阳郡公。 卒赠太师,封信国公,谥
“端献”。 《宋史》卷四一五有传。

程珌( 1164—1242),字怀古,号洺水遗民,
休宁(今属安徽)人。 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
进士,授昌化主簿。 宁宗嘉泰元年(1201),除建

康府教授。 嘉定二年(1209)改知富阳县。 七年

主管官诰院,累官礼部尚书兼修玉牒官。 《宋

史》卷四二二有传。
赵崇龢(生卒年不详),余干(今属江西)人。

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 清谢旻康熙时

所修《江西通志》卷三十八说赵崇龢“宰分宁,创
亭名曰一翠,何异之记”。 清延丰《重修两浙盐

法志》卷二十一《职官》 一记载赵崇龢“宝庆元

年,任两浙转运副使。 三年,除工部侍郎”。 他

有机会与葛洪、程珌一起同观司马光《通鉴稿》,
是一种历史的幸运。 这些人都曾先后见过此

《通鉴稿》,表明终南宋之世,此帙都还在临安宫

中,即皇家之物。
元柳贯跋称:“四百五十三字,无一作草,则

其忠信诚悫根于其中者可知也。 永昌元年,其

岁壬午,晋元帝即位之五年也。 自正月王敦将

作乱,至十二月慕容皝入令支而还,每事第书一

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则以‘云云’摄之,校今《通

鉴》是年所书,凡日时有异同,此或初稿而后更

删定之欤! 始,公辟官设局,前后汉则刘贡父;
自三国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五代,则范淳父。
至于削繁举要,必经公手乃定。 此永昌一年事,
公不以属道原,而手自起草,何欤? 然则文正、
忠宣之手泽,所存犹足,企想元祐一时际会之

盛,岂固以翰墨争长为可传哉! 至顺二年岁次

辛未夏四月乙丑,东阳柳贯题。”跋后钤“柳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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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印。 此跋落款表明此时《通鉴稿》又有柳贯

经眼并手跋。
柳贯 ( 1270—1342),字道传,自号乌蜀山

人,婺州浦江(今属浙江金华)人。 曾任江山县

教谕。 尝师从金履祥,经史、百氏、术数、方技、
释道,无不贯通。 工于书法,精于鉴赏古物书

画。 与虞集、揭傒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 至

正二年(1342)官至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在
官七月而卒。 他写这篇跋文时在至顺二年

(1331),已届元代晚期。 他推断司马光此《稿》
或是初稿,而后又经过删润。

黄溍跋称:“温公于《通鉴》书晋永昌元年

事,视此尤为详备,此特其初稿耳,而作字方正,
不为纵逸之态,其敬慎无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

年始克成书欤! 今之文人类以敏捷为高,贵轻

扬而贱持重。 使温公复生,未必能与之相追逐

也。 展玩之余,惟有掩卷太息而已。 至正元年

(1341)夏四月二十三日,后学黄溍书。”跋后钤

“黄溍”印。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今

属浙江金华)人。 仁宗延祐间进士,任台州宁海

县丞,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与柳贯

为乡友,入明又同修《元史》,交游较密。 黄溍有

可能是在柳贯家见到司马光《通鉴稿》,并写下

此跋,亦未可知。 原因是黄溍写此跋时,柳贯还

健在,翌年才谢世。 所以有跋和钤印,不一定就

表示物已归属于他。
宇文公谅跋称:“张南轩跋荆公书,谓丞相

平生何得有许忙事,此言深中其病。 今观温公

此《稿》,笔削颠倒,讫无一字作草,其谨重详审,
乃如此诚笃忠厚,气象凛然,见于心画之表。 彼

浮躁急迫者,安能如是耶? 后学宇文公谅书。”
跋末钤“京兆宇文公谅子贞章”。

宇文公谅(生卒年不详),字子贞,其先本成

都人,父挺祖徙吴兴,遂家焉,固为吴兴(今属浙

江湖州)人。 公谅通经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
其地富民延为子弟师。 至顺四年( 1333) 进士,
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内艰,改同知余姚州

事,后迁高邮府推官,未几,除国子助教。 日与

诸生辩析诸经,六馆之士资其陶甄者,往往出为

名臣。 调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

修官,以病得告。 后召为国子监丞,除江浙儒学

提举,改迁岭南廉访司事,以疾请老。 公谅平

居,虽暗室,必正衣冠端坐。 尝携手记一册,识
其编曰“昼有所为,暮则书之;其不可书,即不敢

为,天地鬼神,实闻所言”。 其检饬之严如此。
既有此跋,又钤有“京兆宇文公谅子贞章”,表明

元代中叶,此《通鉴稿》有可能归于宇文公谅,或
在朋友家见过。

朱德润跋称:“司马公《通鉴》编年,一变班

马旧史之习,而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者,备此书矣。 故以事系月,以月系

年,而不以日或以年不以月者,盖周岁之中,记

事之要,总为一编,而君臣父子,是非得失之互

见,使人得便观览,有《春秋》之义例焉。 此《稿》
标题晋永昌元年事。 是年王敦还镇,元帝崩,此
江左立国之一变,故公不得不手书之。 范忠宣

公继居相位,今获观二公手笔于一纸,岂胜幸

哉! 至正三年十月朔旦,后学朱德润书。”
朱德润 ( 1294—1365),字泽民,号睢阳山

人,睢阳(今河南商丘)人。 后居苏州。 工诗、善
画,擅长书法。 元仁宗延祐末尝荐授应奉翰林

文字兼国史院编修。 英宗嗣位,出为镇东儒学

提举。 至正中,起为行中书省照磨。 朱氏认为

此稿是司马光的《通鉴》手稿,原因是永昌元年

王敦作乱,晋元帝驾崩,乃东晋立国的一大变,
司马光不得不亲自手书。

郑元祐题诗:“心画既严正,形见在稿纸。
稿盖人所忽,敬慎不少弛。 固宜公之心,天地同

终始。”题诗后钤“郑元祐印”“遂昌山樵”两印。
郑元祐( 1292—1364),字明德,本遂昌人,

后徙钱塘(今属杭州)。 元至正间除平江路儒学

教授,遂流寓平江(今苏州)。 后擢浙江儒学提

举,卒于官。
上述任希夷、赵汝述、葛洪、程珌、赵崇龢五

人三跋,皆南宋人;柳贯、黄溍、宇文公谅、朱德

润四跋及郑元祐题诗,皆元人。 表明此帙在宋

元时期流传有绪,宋代庋于宫中,元代传于世

124



李致忠:司马光《资治通鉴稿》考论
LI

 

Zhizhong:Research
 

on
 

the
 

Manuscript
 

of
 

Zizhi
 

Tongjian
 

by
 

Sima
 

Guang

2021 年 11 月　 November,2021

间。 据明人汪砢玉《珊瑚网》、清人卞永誉《式古

堂书画汇考》著录,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后,
除上述宋、元人诸跋,尚有元人韩性、吴莱、甘立

三跋,但在乾隆编辑《石渠宝笈》时,此三跋皆已

佚去。 可知此《通鉴稿》,历史上就颇为宋元人

所关注。
此稿之上,钤章密布,藏印琳琅。 卷前有

“尚宝少卿袁氏忠彻印” “退密世家袁氏密笈之

印”, 表 明 此 稿 尝 为 袁 忠 彻 收 藏。 袁 忠 彻

(1376—1458),字静思,一作号静思,鄞(今属浙

江宁波)人。 其父袁珙,字廷玉,少游海上,遇异

人受相术,论人吉凶辄验。 太祖初封诸王,各以

一高僧相之。 时姚广孝配相燕王朱棣,则对王

说请殿下戴一白帽,意谓“白” 下加“王”,岂非

“皇”也! 用以制造舆论。 及至燕藩,又告之曰

浙东袁珙,天下相法第一,乞假以其名。 棣将其

勾取燕邸,珙见燕王扣头长跪,谓朱棣年过四

十,长髯过脐,当登大位,为二十年太平天子。
后朱棣发兵靖难,夺得皇位,厚遇之。 其子袁忠

彻,随父谒燕王,非但继承其父相术,亦承荫鸿

胪寺序班及尚宝司少卿。 少卿从五品。 掌玺

印、符牌等职。 洪武元年( 1368) 改正五品。 吴

元年置尚宝司卿,秩正三品。 袁忠彻喜收藏。
《天禄琳琅书目》卷七说:“又《四书》内有‘尚宝

寺(司)卿家藏书画印’。” 清英和《秘殿珠林三

编》说:“贾秋壑、乔箦成、姚国师、袁尚宝、倪元

镇,皆历代鉴赏之家。”清王士祯《居易录》卷三

十三谓:“《通鉴纪事本末》宋刻大字本,有‘尚宝

司少卿柳庄袁忠彻家藏印’及陆子渊、项子京诸

印。 浙江人携至京师,索价百二十金。 留二日

而还之。”这都证明袁忠彻非但是个相术家,同
时还是个大收藏家。 此件司马光《通鉴稿》在明

代就曾是他家的藏品。 袁忠彻卒于天顺二年

(1458),享年八十三岁。
此帙又钤有“项元汴印” “墨林项季子章”

“子京珍秘”“子京父印” “项墨林鉴赏章” “项子

京家珍藏”诸印,表明司马光《通鉴稿》从袁忠彻

家流出后,又辗转入了项家。 项子京 ( 1525—
1590),名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题秀水、檇

李、嘉禾人,其实即浙江嘉兴人。 此人自幼聪

颖,十岁能谈诗论文,父亲很想让他走科举仕

途。 然到他二十岁时,父亲亡故,两兄长又都在

外任职,遂放弃科第仕途,在家奉亲养老。 项家

本就是嘉兴巨富,他掌家后善于经营,又发展了

钱庄等业务,家业更兴。 两位兄长见其持家有

道,奉母至孝,又将大批财产赠送给他,使其家

富上加富,为其大批收采法书、名画、宋元善本

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
唐王维的《山阴图》、韩滉的《五牛图》、韩幹的

《照夜白图》、宋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元赵孟

頫的《鹊花秋色图》及明仇英、文征明、唐寅等名

画佳作;王羲之、怀素、苏轼、米芾、黄庭坚、赵孟

頫等法书,几乎搜采殆尽,皆成为他天籁阁的庋

藏之物。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稿》亦在其中。 项

元汴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当时国势衰微,其
家势亦走下坡路,藏品开始流出。

此帙又钤有“棠村审定”“蕉林玉立氏图书”
“蕉林书屋”“冶溪渔隐” “河北棠村” “苍巗子蕉

林秘玩”“观其大略”等印记,印主皆为梁清标。
表明至清初,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又入藏于梁

清标家。 梁清标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 1620),
卒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典型的明末清初人。
字玉立,一字苍岩,号棠村,又号蕉林,直隶正定

(今属河北)人。 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顺
治元年( 1644) 降清,补庶吉士。 散馆授编修。
历任宏文院编修、国史院侍讲,累官至兵部、礼
部、刑部、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 著有《蕉林

诗集》《棠村词》等。 梁清标一生三起三落,两次

降职,一次革职,晚年从一品降至三品,堪称仕

途跌宕,一波三折。 但喜收藏之习始终不改,故
其家所藏法书、名画、善本古籍举不胜举。 司马

光《资治通鉴稿》乃其中之一。 后来此帙被征而

进入清廷内府,《石渠宝笈》卷二十九对此有著

录,并钤有“石渠宝笈”藏印。
清朝覆灭后,七岁的宣统皇帝虽已宣告逊

位,但并未即时出宫,而是继续在紫禁城北区过

着准皇帝的生活。 直至 1924 年 11 月最终被冯

玉祥赶出宫禁,前后长达十有三年,溥仪亦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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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长为青年。 他不甘心丢失皇位,终日包藏

复辟野心,遂以赏赐之名,盗取宫中法书名画、
珍贵典籍,美其名曰以备出洋之资。 而赏赐的

对象,主要是他的两位伴读,一是胞弟溥杰,一
是堂弟溥佳,他如帝师、政客、近侍、皇亲,亦不

乏请赏获赐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方裕谨同志,曾根据

溥仪档案全宗之敬事坊档案,以及内容相同的

宫中档案全宗记载,撰写了《溥仪赏溥杰宫中古

籍及书画目录》上下两篇文章,发表在《历史档

案》 上。 仅 1922 年 9 月 6 日至 1923 年 2 月 3
日,赏赐给溥杰的典籍就有四十一次,每次部数

不等,总为二百零九部。 其中宋本一百八十四

部,翻宋本十部,元本十部,影宋抄本五部,并由

溥杰巧妙运出宫禁。 可知他们所挑选赏赐的,
皆是天禄琳琅庋藏中的精品,而且数量已近天

禄所藏总量的 1 / 3。 至若法书名画则上千件,其
中就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稿》。 他们经过精心策

划,将这些文物转运至天津英租界。 1932 年 3
月,伪满傀儡政权在日本操纵下出笼,溥仪觊觎

垂涎已久的皇帝梦又得以实现,遂从天津又将

这些宫中珍品运往长春伪皇宫。 司马光《资治

通鉴稿》就藏在伪皇宫东院的缉熙楼。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溥仪仓皇出逃,伪宫失守,典籍、书画相继遭劫,
有的流失市井,有的被巧取豪夺,造成历史上罕

见的珍贵典籍和法书名画大流散。 司马光《通

鉴稿》则辗转落入谭敬手中。
谭敬( 1911—1991),字龢庵,广东开平人。

1936 年上海复旦大学商科毕业。 1939 年美国纽

约大学研究院国际贸易系毕业。 回国后,供职

华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南信托银行常务

董事。 1948 年赴香港,任香港华商总会理事。
1950 年经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致信动员,
从香港又到上海。 1956 年为公私合营上海房产

公司董事。 1981 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任民革六、七届监察委员、民革上海市七届

委员。 谭敬出生于豪富之家,酷爱文物书画。
三四十年代,与张大千、郑振铎相友善。 喜收

藏,精鉴赏,以临摹古画而蜚声海内外。 司马光

《资治通鉴稿》从长春散出后,便辗转为他所得,
后从香港卖出,归入国家图书馆。

花这么多笔墨陈述司马光《通鉴稿》 的流

传,旨在阐释一千多年来此稿递传相接,渊源有

自,这是文物真赝经受的严格考验。 屡经历代

鉴藏者、鉴赏家的品评审定,皆言为真者,通常

情况下不会出现赝品。 没有确凿、过硬的根据,
无由率意称赝。 如果真是心有疑虑,还是多查

查,多看看,通常都会自行解决。

3　 司马光的书体特征

宋黄庭坚《山谷外集》卷九,收录一篇《跋司

马温公与潞公书》,跋中称:“司马温公,天下士

也。 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也。
观此书,犹可想见其风采。 余尝观温公《资治通

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

行已之度盖如此。” [9] 文中
 

“左准绳,右规矩,声
为律,身为度”

 

,典出《史记》卷二《夏本纪》,称
颂大禹接续父亲鲧继续治水,划定九州,出行时

总是左边带着绳墨,右边挎着规矩,准备随时测

量,划定区域。 其声音服膺钟律,践行合于法

度。 黄庭坚借此赞扬司马光,说他的行为举止,
左合准绳,右中规矩,谈吐合乎声律,践行符合

法度,堪称天下士人的楷模。
“潞公” 指文彦博。 文彦博( 1006—1097),

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 “灌

水浮球”,讲的即是他幼慧的故事。 中进士后,
历仕四朝,荐更二府,七换节钺,出将入相五十

余年。 北宋哲宗朝以太师致仕,封潞国公,谥

“忠烈”。 与司马光为同时代人,多有过从,有书

信往来,所以才有黄庭坚此跋。 跋中所言
 

“余尝

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

无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盖如此”。 意思是说黄

庭坚曾亲见数百卷的《资治通鉴》草稿,其中有

很多颠倒前后的修改和涂抹痕迹,却始终无一

字草率书写,都是一丝不苟的端庄楷书,足见其

行止是十分有度的。 现将国图所藏司马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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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鉴稿》展开,会发现其字体笔画、间架结构、
横竖点勾、撇折斜捺,都是一丝不苟。 因知黄庭

坚当年所见过的大批量《资治通鉴》草稿,与现

今国图所藏“永昌元年”史事稿完全一致,进一

步证明国图所藏《通鉴稿》,确系司马光《资治通

鉴》初稿的真迹。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

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北宋

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授汝州叶县尉。 熙

宁五年(1072),除北京国子监教授。 元丰元年

(1078)致书苏轼,并附所作《古风诗》二首,得轼

赏识,声名始盛。 累官秘书监丞兼国史院编修

官。 从黄庭坚的生年看,比司马光晚生二十几

年,但基本是同时代人。 据宋黄田《山谷年谱》
卷十九记载:“元祐元年丙寅上,先生是岁在秘

书省。 按《国史》,元祐元年三月,司马光言校书

郎黄庭坚,好学有文,即日在本省,别无职事,欲
望特差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资治通鉴》。 从

之。” [10] 这说明黄庭坚不仅与司马光同时代,他
在秘书省时,司马光还曾请示哲宗皇帝,请求抽

调黄庭坚与范祖禹、司马康同校《资治通鉴》,经
哲宗批准,参与过《资治通鉴》的校勘工作。 虽

然是年十月黄庭坚又除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
但毕竟亲身参加过《资治通鉴》校正事宜,有机

会目睹大量的《资治通鉴》稿草,所以才敢说上

述那番话,比前边所录宋元人诸跋有力得多。
宋元人未参与过《资治通鉴》 纂修过程中的校

勘,未见过大量的《资治通鉴》手稿,见到的只是

永昌元年这一段,但描绘这一段史稿文字的书

写,则基本与黄庭坚所说相吻合。 所以总此诸

端,将之定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最初草稿,是有

根据的,毋庸置疑。
黄庭坚《山谷外集》卷九《论书》中又言“温

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 [11] 。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又参与过

《资治通鉴》的校勘工作,深悉司马光的为人及

书体特征,他说司马光“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

端劲”,可谓入木三分,一语中的。 今重新审视

国图所藏《通鉴》残稿,的确感觉他的楷书“不甚

善”,但端庄持重,似其为人。 宋董更《书录》引

证“《中兴小历》云:‘绍兴六年(1136)七月,上

论司马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 朕恨生太晚,不
及识其风采。 十一月丙辰,上谓宰执曰,司马光

隶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 朕有

光隶字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宰臣奏曰:
‘如光所谓动容中礼无毫发遗憾者也。’ 上曰

‘然’。” [12] 进一步证实,司马光擅长的是隶书,
而于正书则不“甚善”。 这两段记载,全景式地

昭示司马光长于隶书,而楷书一般,以此来审视

国图所藏“永昌元年”这段《通鉴稿》,简直是扫

描式地再现了司马光“楷” 中带“隶” 的书体特

征。 也进一步证实此《通鉴稿》 确是司马光的

手迹。
司马光在宋代不以书法名家,但其书字颇

具特色。 传世的除国图所藏《通鉴》残稿外,尚
有《道德经》 (第三十九章) 及《自承帖》 《神采

帖》《天圣帖》《宁州帖》 《王尚恭墓志》等流传于

世。 其中《王尚恭墓志》乃整篇隶书,表明他确

是擅长隶法。 而《自承帖》的书体更接近国图所

藏《通鉴稿》,你说它是隶书,又“隶”中有“楷”;
你说它是“楷”书,却又“楷”中“隶”意十足。 他

这种字体只能是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地写,固与

他为人忠诚端谨有关,但这种字体恐怕想“行”
也难以行起来,想“草”也无由施以草法。 这就

是司马光书体的独立风格。 凭什么说《通鉴稿》
是司马光手稿的疑问,似可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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