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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所收刘因诗文集版本略考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赵文友 

 

刘因（1249—1293），初名骃，字梦骥；后改名因，字梦吉；号静修、雷溪真隐。元雄州容城（河北

容城）人。因生于儒学世家，自幼天资绝人，才器超卓，经学贯通，文辞浩瀚。初从国子司业砚弥坚学

于真定，视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迨不止此。”1后于江汉先生赵复得周、程、张、邵、朱、

吕之书，始曰：“我固谓当有是也。”2性不苟合，杜门教授，弟子皆有成就。不忽木以学行荐，至元十九

年（1282）征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教授近侍子弟。未几，以母疾辞归。至元二十八年，复以嘉议大

夫、集贤学士征，以疾固辞。至元三十年四月十六日卒，年四十五。延佑中，追赠翰林学士，封容城郡

公，谥文靖。刘因与许衡、吴澄并称元代大儒。《宋元学案•静修学案》黄百家案语云：“有元之学者，鲁

斋、静修、草庐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3著述有《四书集义精要》

三十卷、《易系辞说》及《静修先生文集》，另有《小学》、《四书语录》，为门生故友所录平生讲学语录。 

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所收刘因诗文集共三个版本，分别是：《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元

至顺元年（1330）宗文堂刻本；《刘文靖公文集》二十八卷，明成化十五年（1479）蜀藩刻本；《静修先

生丁亥集》六卷、《遗文》六卷、《遗诗》六卷、《拾遗》七卷、《续集》三卷、《附录》二卷，明弘治十八

年（1505）崔暠刻本。那么这三个版本之间有何不同，其版本源流又是如何呢？ 

刘因诗文集在元代有至顺二十二卷本与至正三十卷本两种编刊本，分别形成后世刘因集的两种版本

源流，其中三十卷本在明、清又曾经过四次重编，文集形式多样，版本众多，流传情况复杂。 

刘因去世后，门生裒集诗文，得数百篇。元贞、大德间，友人宛平张九思欲为刊行，请东平李谦作

序。元至顺元年（1330），建阳郑天泽宗文堂刊刻《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为诗十四卷、词一卷、文

七卷，是为元至顺宗文堂刊本。这是刘因诗文集的第一次编订，也是现今存世的最早刊本，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各有藏本一部
4
，校订精审。但是，宗文堂本由于编刊时间较早，收录作者诗文不够完备，比

之三十卷本，诗阙 108 首，词阙 2 首，文少 26 首，故后世流传不广，明、清两代未见重刊。仅国家图书

馆藏有雍正宋宾王校跋的清影元抄本一部，除原集二十二卷外，又据明万历蒋如苹《容城两贤集》本增

补《补遗》二卷。191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元至顺宗文堂刊本影印出版，收入《四部丛刊》。这是刘因

集的第一种版本源流。 

至正九年（1349），元朝为影响风化，选刊先儒文集，诏令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于嘉兴路刊刻《静

修先生文集》三十卷，包括《丁亥集》六卷、（卷六为《樵庵词》）、《遗文》六卷、《遗诗》六卷、《拾遗》

七卷、《续集》三卷，另有《附录》二卷，收录元人的祭文、挽诗、墓表、祠堂记以及乞请褒赠刘因和从

祀孔庙的上疏。卷首有元至正九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牒文一道。此为元至正官刊本。据苏天爵《静

修先生墓表》，至正本中，只有《丁亥集》五卷是刘因生前自己选编的。至于《樵庵词》、《遗文》、《遗诗》、

                                                   
1 参见苏天爵《静修先生墓表》，见容城三贤集本《静修集》附录，清康熙 18年[1679]刻本 
2 参见杨俊民《静修先生祠堂记》，见容城三贤集本《静修集》附录，清康熙 18年[1679]刻本 
3 见《宋元学案》卷九一《静修学案》黄百家按语，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第一版，页 3021 
4 国家图书馆所藏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见名录号：GJ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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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都是刘因去世后门生故友陆续辑补编订的。最后的《续集》三卷，为河东廉访司佥事杨俊民襃

录，而刘因生平有关资料的《附录》二卷，则是房山费彝辑编。至正官刊三十卷本，是刘因集的第二次

编刊，上距刘因辞世已有五十多年，经门人后学的多方襃辑，收录诗文较为完备，共收诗 869 首、词 33

首、文 107 首，远远多于宗文堂本，因而后世流传广泛。元明嬗代，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嘉兴府曾

据至正刊板修补重印，有仪真陈立《静修刘先生文集序》。可惜元至正本与明永乐本今皆不存。明弘治十

八年（1505），庐州府同知金台崔暠翻刊明永乐本，有弘治十四年慈溪周旋《重刊静修刘先生文集序》，

及十八年崔暠《静修刘先生文集跋》，是为弘治崔暠刊本。崔暠虽曾亲见明成化蜀藩刊本，但认为成化本

按文体改编刘因集，失去元人编卷宗旨，故弘治本不从成化本，而是保存元至正本编卷的原貌。嘉靖十

六年（1537），保定知府旌德汪坚又将弘治本原板修订重印，是为嘉靖汪坚重修本。清乾隆中编修《四库

全书》及《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集部收录《静修集》二十五卷、《续集》三卷，亦据三十卷本抄录，

只是删去前人序跋和《附录》二卷而已。 

明成化十五年（1479），蜀藩府重刊刘因集，认为至正本编卷前后失次，不便披阅，于是将《丁亥集》、

《樵庵词》、《遗文》、《遗诗》、《拾遗》、《续集》等各集拆散，统一据文体编卷，成《刘文靖公文集》二

十八卷，其中诗十五卷、词一卷、文十卷、《附录》一卷、《考异》一卷，是为明成化蜀藩府重编刊本，

有蜀惠王朱申凿《刘文靖公文集序》。成化本是三十卷本刘因集的第一次重编，以至正本为底本，又经文

字校订，并将结果附于《考异》，堪称善本。 

上述三个版本中，元至顺元年建阳郑天泽宗文堂刊本是编刊最早、较好保存刘因诗文原貌的版本；

明弘治十八年崔暠刊本，是辑录刘因诗文颇为完备、能够完整存留元人编卷情况的版本；明成化十五年

蜀藩府重编刊本则是刊刻较早、文字校订精审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