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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到天津图书馆考察工作 

 

2010 年 1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到天津滨海新区和文化单位考察工作。

李长春同志在天津图书馆考察工作时，来到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询问本中心古籍保护情况，

饶有兴趣地观看了馆藏珍本古籍宋版《棠湖诗稿》、明毛晋汲古阁影宋抄本《五代名画补遗》

和民国刘梅真影宋抄本《李丞相诗集》，以及本中心对这三部善本古籍的仿制本。同时，李

长春同志还和大家讨论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古籍修复等目前古籍保护工作的热点问题。

天津市委宣传部、文广局等单位有关领导，以及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参加了讨论。 
 
 
二、天津图书馆珍藏三部善本古籍简介 
 

《棠湖诗稿》、《五代名画补遗》和《李丞相诗集》是天津图书馆珍藏的三部善本古籍。

每一部古籍的内容、版本及流传等情况各不相同，各具特色。今逐一介绍，以飨广大读者。 
 
《棠湖诗稿》一卷   宋岳珂撰  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刻本 

岳珂为宋代抗金将领岳飞之孙。此书收其撰写的宫词作品一百首，旨在追思北宋东京

文物典章之繁盛及圣君贤相之懿范；面对当时南宋偏安的半壁江山，寄托丧国哀思，以此来

规劝当朝统治者效法北宋的文治武功，以振兴国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集部别集类

存目一著录，称此书“宋以来公私书目悉不著录，不知其所自来。疑好事者嫁名于珂耶。”

由于这部书自宋以来公私书目悉不著录，四库馆臣未睹宋版原刻，遂得出了“好事者嫁名于

珂”的错误结论。余嘉锡先生虽就此曾予辨证，然也因未见原版，致使考订未尽周备。李学

勤主编《四库大辞典》悉遵馆臣误说。 
南宋临安业书者，以陈起、陈思父子为最著，以刻唐宋人诗文小集为最多。此本卷后镌

“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二行刊记，证明为南宋临安陈氏刊本无疑。此本纸黄

墨莹，刊印具精。卷端及卷末分钤“毛晋私印”朱文方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毛扆之

印”朱文方印、“宋本”朱文椭圆印、“甲”朱文方印及“周暹”白文小方印等。书后有民国

八年钱骏祥过录其从祖清钱仪吉跋并自跋、邓邦述跋、傅增湘跋。这部宋版原刻，七百年来

一线单传，成为世间仅存孤帙。递经明代毛晋等秘藏，后由藏书家周叔弢先生自庄严堪庋藏，

旋归天津图书馆。 
此本由南宋临安/陈宅书籍铺刊行，为南宋杭州刻本之代表，具有特别重要文物价值； 

此本七百年来一线单传，成为世间仅存孤帙, 此书以实物存世，证实了四库馆臣之误说，具

有特别重要文献价值；此本递经明代著名藏书家毛晋汲古阁、近代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等名家

收藏，书后载有诸家藏书题跋，刊印具精，具有特别重要艺术价值。此本三性咸备，弥足珍

贵，遂成镇馆之宝。 
 
 
 
 
 
 
 
 
 



 
 
《棠湖诗稿》书影之一   卷端题名 
 
 
 
 
 



 
 
《棠湖诗稿》书影之二   卷末刊记 
 
 
 
 
 
 
 
 
 



 

 
 
《棠湖诗稿》书影之三   书后题跋 
 
 
 
 
 
 
 
 



 
 
《五代名画补遗》一卷    宋刘道醇撰   明代毛晋汲古阁影抄宋本 

胡峤尝作《梁朝名画录》，因有遗漏，道醇广之，故曰《补遗》。此书收录二十四人，

具为胡峤录者所不载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云：“此本为毛晋汲古阁影摹宋刻，楮

墨精好，纤毫无阙”，提要所指，正是天津图书馆收藏的这个本子。此本因经馆臣使用，据

以抄入《四库全书》中，成为传世不多的《四库全书》底本之一，弥足珍贵。 
此书每半页 11 行行 2 天津图书馆字。白口，左右双边。下口有刻工名，包括方至、万

又中（口）、政、光、良、裕，凡七人。此本部帙很小，封面、序、目录及正文，合计只有

16 页。封面 A 题：“汲古阁精抄五代名画补遗”三行篆书，封面 B 题：“大兴傅氏长兴阁珍

藏”双行牌子。次为嘉  四年颖川陈洵直《五代名画补遗》序。次目录，分人物、山水、走

兽、花竹翎毛、屋木、塑作、雕木等七门。每门收若干人。次正文，详述所录人物传记。 
书中钤盖毛氏私印甚多。卷端钤“毛晋私印”朱文方印、“子晋”朱文方印、“汲古阁”

朱文长方印、“汲古阁主人”朱文方印、“毛扆之印”朱文小方印、“斧季”朱文小方印；此

本递经名家收藏，钤有各家藏书印章。钤：“檇李曹溶”朱文方印，“彝尊私印”白文方印“锡

鬯”朱文方印，“翰林院印”满汉大官印，“大兴傅氏”朱文方印，“节子辛酉以后所得书”

朱文方印，“赵氏书印”朱文方印，“魏锡曾”白文小方印、“希初眼福”朱文长方印，书后

还钤盖一方朱文大方印，文曰：“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

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

宁舍旃”。我们依据以上诸印，大致可以知道这本书的主要授受流传情况：自南宋刊行以后，

秘传于世，至明末始由毛氏汲古阁收藏，次经藏书家曹溶、朱彝尊收藏后，入藏清宫翰林院，

后由四库馆臣大兴傅氏携出宫外，最后，辗转如藏天津图书馆。 
此本之佳处甚多。明代藏书家毛晋汲古阁以藏书宏富、影抄宋刻本名世。此本影抄宋刻，

惟妙惟肖；所钤官私印章，甚是精美；此书之宋版原刻，人间仅有残帙存世（辽宁省图书馆

收藏），这部影抄宋刻本，完整保留了宋刻本原来面貌。洵为毛氏汲古阁影抄宋刻本之代表

作。具有特别重要文物、文献与艺术价值。 
 
 
 
 
 
 
 
 
 
 
 
 
 
 
 
 
 
 



 
 
《五代名画补遗》书影之一   卷端题名 
 
 
 
 
 
 
 
 
 
 
 



 

 
 
《五代名画补遗》书影之二   卷前封面 
 
 
 
 
 
 
 
 
 
 



 
 
《李丞相诗集》二卷   南唐李建勳撰   民国刘梅真影抄宋本 

     李建勳，字致尧，陇西人。好学能诗文。李昇镇金陵，用为副使。预禅代之策，拜中

书侍郎同平章事。昇元中放还私第，李璟召拜司空，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营别墅于山

中，放意水石。马令《南唐书本传》见其事，称其博览经史，民情政体，无不详疏，有蕴籍

（艹头）而不得行其志。所为诗，少时犹浮靡，晚颇清淡平易，见称于时云。《宋史艺文志》，

无建勳诗集，陈振孙《书录解题》，有李建勳集一卷。 
此本分上下两卷。卷上收诗四十四首，卷下收诗四十一首，共诗八十五首。此编非其全

集。诗中多感怀之作，如卷上“故府”云：“戚戚复戚戚，期怀安可释。”卷下“题魏坛”云：

“丹井岁深生草木，芝田春废卧牛羊。”皆非少时口吻。纵览全编，大抵以出于晚年者为多。” 
    此本每半页 1 天津图书馆行 18 字，白口，左右双边。部帙较小，原版目录 3 页、卷上

1 天津图书馆页，卷下 1 天津图书馆页，后加封面 1 页和题识 2，共计 26 页。封面 A 有：“卷？

绣室主人影写宋棚本李丞相集”三行题名，封面 B 有：“寒云庐藏”牌子。次目录，次正文。

卷上之末，有“临安府洪桥子南河岸陈宅书籍铺印”一行刊记。 
此本系袁克文之妻刘梅真影抄。书中有袁克文夫妻题款、钤印。卷下之末，有“甲子

浴佛日同无隅师展读一过，克文”一行题记，其下有“己未二月梅真影写宋本”一行题记，

下钤“刘”朱文一字方印。于卷上末一行刊记之下，钤“梅字煤（木旁）真”朱文方印、卷

末钤“梅真影写宋本小印”白文方印，钤“寒云”白文扁方印、“寒云藏书”朱文方印、“寒

云监抄”朱文方印、“与身具存亡”朱文方印、“后百宋一廛”朱文方印、“寒云鉴赏之珍”

朱文椭圆印、“寒云心赏”朱文长方印、“寒云主人”朱文长方印、“寒云小印”朱文小方印、

“百宋书藏”朱文方印。 
书中影有旧印数方，包括“项元汴印”朱文方印、“子京手？印”朱文方印、“项墨林秘

笈之印”朱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章”白文方印、“檇李项氏世家宝玩”朱文长方大印、“项

子京家珍藏”朱文长方无边印、“墨林秘玩”朱文方印，“汪士钟印”白文方印、“源真赏”

朱文方印，“周暹”白文小方印、“弢翁珍玩”朱文方印、“双莲华庵”朱文方印。书后有，

包括寒云、章玉、大方等人撰写的题识若干。 
依据藏印得知，此书宋版，递经明代著名藏书家项元汴、清代汪士钟、常熟瞿氏铁琴铜

剑楼、民国时期天津周叔弢收藏，最后归天津袁克文收藏，克文妻梅真女士据以影抄。嗣后

宋刻原版归国家图书馆收藏，影抄本归天津图书馆收藏。 
此本佳处甚多。其与上举《五代名画补遗》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书宋版，秘传于世，后

经明、清、民国三代著名藏书家递藏。此本由才女刘梅真据以影抄，惟妙惟肖，几达乱真程

度；钤印精美，名家题识增色。这部影抄宋本，完整保留了宋刻本原来面貌。宋版及其影本

具在，具有特别重要文物、文献与艺术价值。 
 
 
 
 
 
 
 
 
 

 



 
 

 
 

《李丞相诗集》书影之一   卷首目录 
 
 
 
 
 
 
 
 



 
 
 

 
 

《李丞相诗集》书影之二   卷端题名 
 
 
 
 
 
 
 



 
 
 
 

 
 

《李丞相诗集》书影之赛   卷末题款 
 
 
 
 
 
 



三、古籍知识 

 

论“二十四史” 
一 

 
“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这是宋朝名臣文天祥被俘后答复元朝孛罗丞相劝降时的反

问。“十七史”是指从古至宋以前相连接的十七部史书。文天祥认为，十七史中所记载千百

年兴亡浮沉的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他这句话不但巧妙地回避了正面回答，而且

嘲讽了元朝的胜利也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值得论说的，表示他轻蔑对方的态度。

文天祥所说的十七史是宋朝人对以往十七部连贯性史书的统称。宋朝以后，元明清三朝又按

照新朝修旧朝史的惯例，编修了自宋至明的史书，清朝又辑录了《旧五代史》和增收了《旧

唐书》而合为二十四部，被人统称为二十四史，一称正史。 
“二十四史”包含着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史书。二十四史在清乾隆四十

年以后被正式定名为“正史”。从此，“二十四史”与“正史”成为同义语词了。但“正史”

一词却在此以前就已使用。 
最早使用“正史”一词的是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94 卷，此书虽佚，但见于《隋书·经

籍志》著录。唐朝初年编修《隋书·经籍志》，开始在史部设正史类，把《史记》、《汉书》

这类体例写成的纪传体史书列入这一类。但还没有确定一代仅一史的限制。基本上依体裁划

分，只是一种图书分类，而不包含固定某史为正史之意；不过，从《隋志》著录情况看，已

略含正统意味，如田融所撰《赵书》十卷是纪传体，但因赵非正统，遂不入正史而屏归霸史

类。 
唐初修《晋书》，由于唐太宗参加过《宣帝纪论》、《武帝纪论》、《陆机传沦》和《王羲

之传沦》的历史人物评论工作，于是《晋书》便居 18 家晋书之首，地位显然高于他籍，开

后世于多本中选取—种作一朝史书代表的风气，使正史代表正统的含义进一步发展。但是，

刘知几的《史通》中仍以正史与杂述并举。他所谓的“正史”是指能记录一朝大典的史籍，

而以正杂对称，足见正史地位还不是非常尊崇的。   
《宋志》沿《隋志》旧例，列正史类于史部之首，并由政府陆续雕版，刊印了正史十七

种。 
清初修订明《艺文志》的正史类包括纪传和编年二体，打破了历来以纪传体为正史的

惯例，同时也证明清初修明史时，正史类尚能随意变更所包含的内容。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定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而且还明确规定了正史的神

圣地位。它在正史类的小序中说： 
正史之名，  见于《隋志}。  至宋而定著十有七。  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

为二十有一。  皇上钦定《明史》，  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

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

本校录，  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

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 

从此，正史之名始具特定含义，它既有代表正统政权的意味，又有国定一史的含义。

那么，正史究竟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因为它确有超越其他史书的优点，也可以说，正史具

有自己的特点。 
其一，正史记载的对象是历史上的主要朝代。这些朝代大多是被认为正统的政权，相

沿具有高于其他史书的地位。 
其二，正史主要采用纪传体的编撰方式。纪传体有纪、传、志、表各种形式，便于表



达内容。它记载范围较广，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搜集资料也比较丰富，

是极便于参考的资料宝库之一。 
其三，正史包括从黄帝起到明末止的漫长历程，彼此只有重叠而无间断，上下年代相

接，贯通一气，使人从这套书中可以看出古今贯通的中国历史概貌。 
有了这三个特点，自然超越其他同时代的同类著述而居于首位了。 
正史的编纂者大致可分官修与私纂两种不同情况。司马迁撰《史记》是私撰的一家之

言。两《汉书》和《三国志》是经过官方同意由私人撰写的。从隋朝文帝开皇十三年(593
年)正式明令禁止私撰国史和不准民间评论人物，又加以唐太宗李世民插手《晋书》而题署

御撰以后，一代之史的编修工作便成为“人君观史，宰相监修”的官修制度。这种官修史书

一般都是后朝为前朝修史。 
正史的体制比较完备，以《史记》为例，有十二本纪，写帝王事迹，起大事记的作用；

十表，排列错综复杂的史事；八书，记典章制度；三十世家，讲诸侯封国；七十列传，即人

物传记。全书 13 天津图书馆篇，用 5 种不同体裁，纵横交错地反映了历史，为后世纪传体

史书创立了典型。后来各朝史书也有某些变更。如书改称志，表不仅用于记事。也有些体裁

不全备的，如《三国志》、《梁书》、《陈书》、《后周书》、《北齐书》、《南史》和《北史》等 7
部史书都没有志书；《后汉书》本无表，南宋初熊方曾编过《补后汉书年表》1 天津图书馆

卷，有一种计算，把熊表计入二十四史的总卷数中。从《三国志》起到《旧唐书》、《旧五代

史》各史都没有表。梁、陈、齐、周各史虽无志，但四朝典制内容都写入《隋书》志中，而

有五代史志之称（此五代指梁、陈、齐、周、隋，惯称前五代，以别于梁、唐、晋、汉、周的后五代） 
     

二 
 
定二十四史为“正史”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 年)以后的事。这二十四部史籍并不是一次

汇集，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增益形成的。 
正史最早的合称是“三史”，始见于《三国志·吴书》卷九《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

中记孙权劝蒋钦、吕蒙二人读书时所说： 
    (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

学必得之。  ……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又《蜀书》卷十二《孟光传》中也说： 

    (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 
 《隋志》也著录有吴张温所撰《三史略》二十九卷。 
    此“三史”究指哪三种史籍? 
 清人王应奎在《柳南续笔》卷四“三史”条中对《史记》、《汉书》以外的一史未加肯

定而作疑似之词说：“马、班而外，其为东观纪欤？抑为袁宏纪欤？谢承书欤？不得而知也。”

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卷四二“三史”条则明确指出说： 
    三史似指战国策、史记、汉书。 

 这从孙权所说“《左传》、《国语》及三史”一语看，《战国策》似乎会单独标出，而不

会包括在“三史”之内。如按时代顺序看，孙权所说的“三史”当指《史记》、《汉书》与《东

观汉纪》而言。 
《晋书》卷六一《刘耽传》所说；“博学、明习诗礼三史”，《北史》卷三四《刘延明传》

所说：“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应皆指《史记》、《汉书》及《东

观汉纪》。这是魏晋南北朝以前所谓的“三史”。 
唐宋以后所谓的“五经三史”中的“三史”，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二“三史”

条说，“专指马、班、范矣”，乃以范晔《后汉书》易《东观汉纪》，因唐以后《东观汉纪》



已失传。 
“三史”之后有“四史”之说起于唐，但说法有二： 
其一，《隋志》正史类小序特标举《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及《三国志》为“四

史”。 
其二，《新唐书·选举志》记唐朝考史科目有《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与现

称的“四史”正相合。 
继之而有“八史”之名，曾用于道光初日人所编的《八史经籍志》。所谓“八史”指所

收录的是汉、隋、唐、宋、辽、金、元、明等八个朝代的经籍志或艺文志等。 
“九史”见用于清人汪辉祖所撰的《九史同姓名略》。它指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及宋、

辽、金、元、明史。 
“十史”之名始见于《宋史·艺文志》子类类事类著录的《十史事语》十卷、《十史事

类》十二卷及李安上撰《十史类要》十卷等，各书均佚。此“十史”当指三国、晋、宋、齐、

梁、陈、北齐、北周、北魏和隋等 1 天津图书馆部史书。 
“十三史”之名始用于唐，《宋史·艺文志》的集类文史类中著录有吴武陵撰《十三代

史驳议》十二卷；史类目录类著录有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及商(殷)仲茂的《十三代史

目》一卷，史钞类著录有《十三代史选》五十卷。诸书均佚，唐所谓“十三史”似即指引日

唐志》正史类按语中所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志》著录《魏国

志》等三家)、《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

及《隋书》等 13 部。 
“十七史”之名定于北宋，宋以前正史无刻本，仁宗天圣二年(1 天津图书馆 24 年)出禁

中所藏《隋书》付崇文院刊行。嘉祐六年(1 天津图书馆 61 年)并梁、陈等史也次第校刻，前

后垂四十年。它所谓“十七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

《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记》等 17 种史籍。 
《宋志》史类史钞类即著录南宋人所撰《名贤十七史确论》一 O 四卷。子类类事类即

著录《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十七史”之名，南宋时已颇流行，后世多沿用“十七

史”之名，如元胡一桂撰《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一书为

清代史学名著。清初汲古阁曾合刻“十七史”，成为当时通行的正史合刻本。 
元人在十七史外加上《宋史》称“十八史”，元人曾选之有《十八史略》之作，明人梁

孟寅在明撰《元史》完成后，即因《十八史略》而成《十九史略》。《明史·艺文志》还著录

有安都所撰的《十九史节定》一七 O 卷。 
“二十一史”始于明。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世宗命将监中

十七史旧版考对修补，取广东宋史版付监，辽、金二史原无版者，购求善本刻行以成全史。

嘉靖十一年(1532 年)七月成二十一史南监合刻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北监又刻二十一

史，三十四年（16 天津图书馆 6 年)竣工。“其版视南稍工……然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

有不知而妄改者”①。所谓“二十一史”就是十七史加宋、辽、金、元四史。“二十一史”

之名，清代乾嘉时尚沿用。王昶在《示长沙弟子唐业敬》中说： 
史学当取二十一史及明史、刘昀《旧唐书》、  薛居正《五代史》， 以次浏览（王

昶：《春融堂集》篇六八，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刊本)。 
王昶所言，实已指“二十四史”，但仍用“二十一史”之名，可见其已为固定名词，另

一位学者沈炳震就以此为名撰著了《二十一史四谱》。乾隆十一年(1746 年)还刻行了《二十

一史》合刻正史共 2781 卷，分装 65 函。 
乾隆四年(178 天津图书馆年)明史修成后，合前原有的“二十一史”而有“二十二史”

的合称，乾隆十二年(1747 年)诏书中正式用“二十二史”名称，清代虽有两部史学名著用“二



十二史”之名，但与清官方所指不尽相同：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系二十一史加《旧唐书》；

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则于清代官称的二十二史之外又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各
与新书合为一史，仍是二十二史之数)，实际上已是二十四史了。 

清乾隆十二年至四十年(1775 年)间曾有“二十三史”之名，即于二十二史之外复加引日

唐书》，但“二十三史”之称并未流行。 
“二十四史”几乎已成为正史的同书异名。它是乾隆四十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

五代史》，并由武英殿合二十三史刻行后的定称。不久，《四库提要》又明确规定此二十四部

史籍为正史。从此以后，不经统治者批准，不得增列正史。正史——“二十四史”的尊崇地

位至此底定。 
民国初年，柯绍忞撰成《新元史》，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明令列人正史，遂有“二十

五史”之称，后来《清史稿》撰成，也有并称为“二十六史”的。 
 

三 
 
《二十四史》共有 3259 卷(包含子卷和《后汉书》年表卷数)，如再计入《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和《明史》的目录卷数，则总卷数当为 3266 卷，总字数达 27 天津图书馆天津

图书馆余万字。卷数最多的是《宋史》，有 496 卷；其次是《明史》，有 336 卷(含目录 4 卷)；
最少的是《陈书》，只有 36 卷。 

《二十四史》中各史包含时间最长的是《史记》，上起黄帝，下止汉武，大约有 3 天津

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多年。《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和《南史》、《北史》是通史

外，其他都是断代史。 
《二十四史》中各史间只有重复，没有脱节。它有两种重复，一是人物的重复，如曹

操在《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中都有记及，至于宋、齐、梁、陈各书与《南史》间，

北魏、北齐、北周各书与《北史》间，所记人物的重复更多。二是时代的交叉重复，如《史

记》与《汉书》间，《后汉书》与《三国志》间多有交叉。 
《二十四史》的排列次序，历来曾有不同，如《隋志》按朝代兴亡先后为序，自晋以

后，排南朝至梁，然后排北朝的魏，又排南朝的陈，再排北朝的周，但《北齐书》未被排人。

这是由于唐得政权于隋，隋得政权于北周，而北齐与唐无关联，所以不排入正史。 
《旧日唐书》采取先北后南，即晋、宋、北魏、北周、隋、南齐、梁、陈、北齐。这

是由于唐是由北朝系统而来，所以尊北。至于最后到北齐则是由于唐未列《北齐书》于正史

而系后补入的。宋以后的排列是先南后北，这是司马光在《通鉴》中的意见(《通鉴》卷六

九)。因为宋是从南方政权接统而来的。这一顺序从此成为定局，再也没有更易。 

《二十四史》各史并非都是原来的完本，如《汉志》即著录《史记》一书“十篇有录

无书”。宋刻《十七史》时，《魏书》已与《北史》相乱，卷第殊舛，嘉祐五年刘邠等校订《魏

书》时，亡佚不完者已无虑 8 天津图书馆卷，《北齐书》仅存 17 卷而以《北史》相补。清刻

《二十四史》，《旧五代史》即系辑自《永乐大典》而非原本。 
《二十四史》的版本，过去比较通行的基本上有两大系统。 
其一是乾隆时官刻的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它基本上采用明监本为底本，但质量不甚高，

讹文误字、脱页错简、注文误入正文者颇多。如《史记》的《集解》与《正义》、《汉书》的

颜注就有大量删节，少者几十字，多者近千字。清代还有某些窜改，如刻《旧五代史》便改

动了指斥契丹部分的原文。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校正《元史》译名时，即在原版剜改，字

数不合时，即草率剜去上下文，译名也不统一。不过，后出的如同文书局本、涵芬楼本、竹

简斋本、开明本《二十五史》多据殿本。 
其二是百衲本。它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由商务印书馆汇辑较早较好刊本，于 193 天津



图书馆年至 1937 年间陆续印行的合刊本。其中有《史记》等宋刻 15 种；《隋书》等元刻 6
种；明刻除《元史》外，《旧五代史》的大典辑本也应是明本；《明史》则用清武英殿原刊本

附入王颂蔚的《捃逸考证》。百衲本因底本刻行较早，错误较少，又未经窜改，所以被认为

是佳刻善本，如它的《史记》注文就比殿本多百余条，增补了殿本《齐书》、《魏书》、《宋史》

的缺页。殿本《元史》中的错简、缺文和窜改处也用洪武原刻来恢复原貌。但它影印时因底

本模糊而间有描润致误处；又有首尾是原本，而中有自写和凑集的。不过，它仍然胜于殿本。 
解放后，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则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进行整则的佳本。其

优点是： 
其一，选好底本。如《史记》用金陵局张文虎校三家注本刊印。张校考核精审，标点

本又校正张本的不妥处。《汉书》用王先谦的《补注》，汇集了唐以后有关著作补颜注，并论

各本的得失。《三国志》是用百衲本、殿本、江南局本和活字印本四种互校，择善而从，并

吸收清代各家校订。这种不拘一版，不迷信宋本，而从内容正确与否考虑是值得重视的一大

优点。 
其二，各史都加了标点分段，颇便阅读。对原本有错或应删字，不妄改而用圆括号小

字标出，凡增添或改正的字则用方括号标明。这样既保留了原文，又指明了正字，符合校勘

原则。对于人、地、书名都有标号。凡长篇文字，低格别起以醒眉目。注文用小字，易于观

览。其体制可称完备。 
其三，各史均有前言及校勘已，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因此，标点本《二十四史》

及《清史稿》是目前最适用的一种较好印本， 
 
四 

 
《二十四史》数量如此多，内容如此广，跨度又如此长，研读它是有一定困难的。历

来学者为此写过不同体裁的书来帮助人们阅读和学习。这种不同体裁的著述主要有注、补、

表、谱和考证等五种。它们始于南北朝，兴于唐宋而大盛于清。 
《隋志》小序中说： 
    《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  

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

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四库提要》正史类小序也说： 
    其他训释音义者，如《史记索隐》之类；掇拾遗缺者，如《补后汉书年表》之类；

辩证异同者，如《新唐书纠缪》之类；校正字句者，如《两汉刊误补遗》之类。若别

为编次，寻检为繁，即各附本书，用资参证。 

据此，则注、补、表、谱、考证之体起源甚早，而“以备正史”、“用资考证”正说明

这类史籍对正史的辅助作用，所以清末张之洞撰《书目答问》特为之立一小类，附于正史类

后，并注称：“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现分述诸体如次： 
 【注】    即传注。传就是通过对原作《经》的解释以求传示后世，所以有经传之说。

《左传》、《诗毛氏传》都有此意。注为注入己意，或称著，即说明之意。传、注本无区别，

大抵汉以前多称传，汉以后多称注。《史记》的《索隐》、《正义》和《集解》被后世统称为

“三家注”。《汉书》从东汉应劭、服虔的《音义》后，陆续有注家，唐颜师古总集南北朝时

期二十余家注成《汉书注》，有功于《汉书》，而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则又为集唐以来

六十余家注而成。《后汉书》始有梁刘昭注及唐李贤传注，清末王先谦复有《后汉书集解》

之作，甚便读者。至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尤著盛名，与《水经注》、《世说新语注》并称

“名注”。裴注在陈志后 18 天津图书馆余年，史料比较集中，又经一定刷汰，条件较优。它



的注法是条其异同，正其谬误，疏其详略，补其缺漏，引魏晋人著作达 15 天津图书馆余种，

今多佚，故裴注颇为后世所重。近人吴士鉴作《晋书注》是《晋书》的注本。 
    注本还有音义(如萧该的《汉书音义》，有辑本)、汇注(如《史记汇注考证》)、笺释

(如李笠的《汉书艺文志汇注笺释》)、校注(如王绍兰的《汉书地理志校注》)、合注(如王先

谦的《新旧唐书合注》)、笺注(如王忠的《唐书南诏传笺注》)、补注(如王先谦的《汉书补

注》)、集解(如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等不同的名称和体裁。 
  【补】   就是《四库提要》所说的掇拾遗阙。宋有钱文子的《补汉兵志》五卷。清

代补缺之学甚盛，如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郝懿行的《补宋

书刑法志》等皆是。这种补体史稿大多自正史记传中及当时著述中辑出有关资料来补足正史

所缺。它对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的典制、艺文等都有裨益。 
 补体还有校补(如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拾补(如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

拾遗(如钱大昕的《诸史拾遗》)、补脱(如卢文弨的《金史补脱》)、补正(如马君实的《晋书

孙恩卢循传补正》)等名称。 
   【表】    表在《史记》、《汉书》中已有，但后起各史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后世

学者多以此体整理正史史料以便省览，表渐成—独立体。如周嘉猷的《南北史表》中包括年

表、帝王世系表、世系表等，洪饴孙的《史目表》合编了正史目录。他如齐召南的《历代帝

王年表》也颇便翻查，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万斯同的《历代史表》五十九卷。这是一部很

有用的读史工具书。《四库提要》称它是： 
    其书自正史本纪、志、传以外，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

府元龟》诸书以及各家杂史，次第汇载，使列朝掌故，端绪厘然，于史学殊为有助。 
清初学者朱彝尊为此书所写序中说：“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这一

评论可称言简意赅。 
    【谱】    谱的作用与表相似，但又各得其用，表以系年月为多，谱以类事为主。

清人周春的《代北姓谱》、《辽金元姓谱》是记北方少数民族姓氏的谱；沈炳震的《二十一史

四谱》类编了纪元、封爵、宰执、谥法等四项典制内容；张穆的《顾亭林年谱》虽也以年月

为序，而其宗旨却在布列谱主生平行事；《竹谱》、《兰谱》是名物谱；《锡山秦氏宗谱》则记

家族宗脉支派。因此，谱之为体，在使同类事物，聚而布列，俾便检阅。 
    【考证】  史籍的考证包括对史籍本身和史籍内容。它既有独成专书的著作，也

有散见笔记的杂考。其体宋代甚见发达，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

证》等。清代尤盛，顾炎武的《日知录》开其端，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继起，而钱大昕

的《廿二史考异》更是考史名作。它对正史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经学、法律、民

族、音训、典制各方面的读书心得加以考证。钱大昕从中年开始著《考异》，7 天津图书馆

岁方完成，可称一生精力所注之作，他不仅利用正史本身，又参考了许多史籍，仅订正宋史

时即引书达 6 天津图书馆余种。他后来写《诸史拾遗》时又增用了 2 天津图书馆余种。这是

考证群史的。还有单考一史的，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施国祁的《金源劄记》。也有考一

事的，如杭世骏的《汉爵考》。这类著作是前人花费一定精力的成果，对读正史提供了便利，

但大都只就个别文字、事实、名物、地理、典制进行整理、解释和订补。它可以起辅助读史

的作用，将研究、著述工作置于坚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上，而不能以此代替史学，作为学术的

极致。 
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收印这类著作 264 种。近人东君撰《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

证简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均便于查询。 
     

五 
 



《二十四史》是我国通贯占今的一套史书，也是传递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世界史学史以至文化史上都居于当之无愧的领先地位。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从中接受知

识和吸取精神力量，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以有这样大量丰功伟绩的明确记载而感到自豪，所以

很有一加翻读的必要，但是，这样一部 3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余卷、27 天津

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余万字的大书又从何读起呢？如果按日读一卷书计算，大约需要九年之

功，这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其实，在读这样一部大书的时候也还有许多可以省力的地方。

在《二十四史》中重点是前四史，这是应该比较详细地阅读的。前四史共 445 卷，如果每天

读一卷，则一年半也可全毕。再者，《二十四史》中有些部分可以略读和缓读，如天文、五

行等志比较偏于专史性质，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可置于缓读地位；年表、月表和地理、

职官等志是备检索查考之用的，可作为略读以掌握其查阅方法。《二十四史》还有一些人物

和时代相重复的部分，如《史记》和《汉书》间，两《汉书》间，《汉书》和《三国志》间，

《南史》和宋、齐、梁、陈诸书间，《北史》和北齐、北魏、北周诸书间，既可以比读两部

史书，又因为所记事迹重出，易于熟悉，加速了阅读进度。这一大套史书经过这样的用功步

骤，不仅能在读书实践过程中提高阅读能力，培养钻研学           术的兴趣，而且还对

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要史迹也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强对传统文化的选择能力。                                       
 
附         二十六史书名、作者、卷数表  

书 名 作  者 内    容 总卷数 备     注 

史记   (汉)司马迁 本纪 12、表 1天津图书馆、

书 8、世家 3 天津图书馆、

列传 7 天津图书馆 

13 天津图书馆  

汉书 (后汉)班固 本纪 12、表 8、志 1 天津

图书馆、列传 7 天津图书

馆 

1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

馆篇，分为 12 天津图

书馆卷 

卷多于篇，唐颜师古作

注时以篇长而分上下或

上中下卷 

后汉书 (宋)范晔   本纪 1 天津图书馆、列传

8 天津图书馆(梁代加入

晋司马彪续志 3 天津图书

馆) 

12 天津图书馆  

三国志 (晋)陈寿 魏志 3 天津图书馆、蜀志

15、吴志 2 天津图书馆 

65 前四书合称前四史 

晋书 (唐 )房玄龄

等 

本纪 1 天津图书馆、志 2

天津图书馆、列传 7 天津

图书馆、载记 3 天津图书

馆 

13 天津图书馆 官修正史之始 

宋书 (梁)沈约   本纪 1 天津图书馆、志 3

天津图书馆、列传 6 天津

图书馆 

1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

馆 

 

南齐书 (梁)萧子显 本纪 8、志 11、列传 4 天

津图书馆 

59  

梁书 (唐)姚思廉 本纪 6、列传 5 天津图书

馆 

56  

陈书 (唐)姚思廉 本纪 6、列传 5 天津图书

馆 

36  

魏书 (北齐)魏收 本纪 12、志 1天津图书馆、 本为 114 卷，  合子卷 纪分 14、志分  2 天津



列传 92 为 13 天津图书馆卷 图书馆、列传分 96 

北齐书 (唐)李百药 本纪 8、列传 42   5 天津图书馆  

周书 (唐)令狐德 本纪 8、列传 42 5 天津图书馆  

隋书 (唐)魏征等 本纪 5、志 3 天津图书馆、

列传 5 天津图书馆 

85  

南史 (唐)李延寿 本纪 1 天津图书馆、列传

7 天津图书馆 

8 天津图书馆  

北史 (唐)李延寿 本纪 12、列传 88 1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

馆 

 

旧唐书 (后晋)刘昫 本纪 2 天津图书馆、志 3

天津图书馆、列传 15 天津

图书馆 

2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

馆 

 

新唐书 (宋)欧阳修   本纪 1 天津图书馆、志 5

天津图书馆、表 15、列传

15 天津图书馆 

225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 本纪 61、志 12、传 77 15 天津图书馆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本纪 12、列传 45、考 3、

世家 1 天津图书馆、十国

世家谱 1、四夷附录 3 

74  

宋史 (元)脱脱等 本纪 47、志 162、表 32、

列传 255  

496  

书 名 作  者 内    容 总卷数 备     注 

辽史 (元)脱脱等 本纪：3 天津图书馆、志

32、表 8、列传 45 国语解 

116  

金史   (元)脱脱等 本纪 11、志 39、表 4、列

传 73 

135  

元史 (明)宋濂等 本纪 47、志 58、表 8 列传

97 

21 天津图书馆  

新元史 (近)柯绍态 本纪 2 天津图书馆、志 7

天津图书馆、表 7、列传

154 

257  

明史 (清 )张廷玉

等 

本纪 24、志 75、表 13、

列传 22 天津图书馆 

336，  336 卷，含 336 目录 4

卷 

清史稿 (近 )赵尔巽

等 

本纪 25、志 135、表 53、

列传 316   

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