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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经典释文》 

                              

 亦  凡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陆德明原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人。贞观中官至

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史载陆德明善言玄理，精通音义、校勘、目录之学，曾撰《经典释文》

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并行于世，今仅存《经典释文》一部。 

    由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阅读先秦典籍已有困难。且先秦

典籍屡经传写，也发生了不少错讹。所以这一时期，为古书作注释的义疏、音义之学大兴。

陆德明采摭汉、魏、六朝的音义之作二百三十余家，考证诸本异同，编为《经典释文》一书，

为《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

雅》等经典作释文（即注音），兼及字义的解释及各本异同。其体例是诸经皆摘字注音，只

有《孝经》《老子》特摘全句。 

    《经典释文》为考证唐以前音韵、词义的演变以及自汉以来诸书的版本差异提供了丰富、

珍贵的资料，其卷首的《序录》综考诸书源流，也是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此书不失为一部

极有价值的工具书。《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

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柢焉。” 

    国家图书馆藏《经典释文》有三个唐代写本残卷，分别是《礼记释文》（BD09523，

原编号殷 44）、《论语郑注音义》（BD10610，原编号临 739，BD09521，原编号殷 42）。

BD09523《礼记释文》2 纸 24 行，首残尾脱，起《檀弓上第三》“玉从”条注“又如字”

之“又”，止《檀弓下第四》“如见”条，共 25 行。词目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录

文参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 9 册第 4485—4497 页（图 1）。 

 

图 1 BD09523《礼记释文》 

    BD10610《论语郑注音义》为残片，1 纸，10 行，首尾均残，通卷上残（图 2）。

起“所振”条注音，至“名縚”条注音，共 10 个下半行。“所振”见于《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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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注“施政教时所振”句。“名縚”则为《论语·里仁》郑注“男容悦之字，一名轁也”

句中文。BD09521《论语郑注音义》2 纸 8 行，首尾均残，起《论语·公冶长》“子谓公

冶长”句之“长”字条注音，至“山节藻梲”句之“藻梲”条注音，共 8 行，第一行下

端残泐，末三行上半残损。两个残片可以缀合（图 3）。录文参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第 9 册第 4652—4657 页。 

  

图 2 BD10610《论语郑注音义》 图 3 BD09521《论语郑注音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