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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诗渊》著录于《文渊阁书目》，该书卷十月字号第一橱载：　　《诗渊》：一部，一册，缺。
　　《文渊阁书目》编录完成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六月。
据该书卷首杨士奇等《题本》，《书目》所收，乃“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之书，自永乐十九年（142）
南京取回来”者。
永乐十九年以后编撰的明成祖、仁宗、宣宗各朝实录也收在内，这是个别情况。
　　由此可知，《诗渊》在永乐十九年以前即已见书。
然只有一册，说明不是足本。
也有很大可能它还未最后完成。
现存《永乐大典》各韵没有引用《诗渊》，说明《诗渊》的编纂约与《永乐大典》同时或稍晚些。
　　《诗渊》没有序和跋，所收作品至明初高启等止，编纂者当是明初人。
　　《诗渊》现存25册。
第1册至第5册的书根上，分别写有“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字样；第6册
至第9册的书根上，分别写有“人七”、“人九”、“人八”、“人十”字样。
这对我们了解《诗渊》是很重要的，它说明：　　第一，《诗渊》是一部规模相当宏大的类书，它分
天、地、人等几大部。
大部之下又分许多细目。
　　我国古代类书，如《太平御览》，分55部。
然而高度概括起来，仍不外天、地、人等几大部。
天文、地理、人事皆在其中，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诗渊》就是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
　　《诗渊》以前，这类类书，有专收文的，如上面提到的《太平御览》，有诗文兼收的，如《永乐
大典》、《诗渊》专收诗（兼收少量的词，词是广义的诗，是诗的延伸），在这类类书中，具有开创
性。
对研究类书的发展史，很有意义。
《诗渊》的编纂者希望通过所收的诗，有助于人们对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了解。
编纂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第二，现存《诗渊》远远不是足本。
天部不见，地部、人部也不全。
如第25册目录，有巡幸等、试举等、征伐及贺升、疾病类、书信慰问等、宫咏、闺咏及怀古、杂兴类
，皆无文，盖可证明。
　　第三，现存《诗渊》是稿本。
如第一册内容不属地部，而书根却有“地五”字样。
第2至第9册情况与此类似。
可以认为，编纂者原定上述各该册为“地五”、“地六”等等，在编纂过程中，有了改变，书根上的
字未及涂抹，留下了痕迹。
现存《诗渊》细目之后，往往留有空行，可以补充；细目也往往有重复，但内容不重复：也可证明是
稿nn本。
现在，我们很难弄清楚《诗渊》全部稿本及定本的情况。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藏书家的印章中，了解到它的流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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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渊》以前，这类类书，有专收文的，如上面提到的《太平御览》，有诗文兼收的，如《永乐
大典》。
《诗渊》专收诗（兼收少量的词，词是广义的诗，是诗的延伸），在这类类书中，具有开创性。
对研究类书的发展史，很有意义。
《诗渊》的编纂者希望通过所收的诗，有助于人们对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了解。
编纂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第二，现存《诗渊》远远不是足本。
天部不见，地部、人部也不全。
如第25册目录，有巡幸等、试举等、征伐及贺升、疾病类、书信慰问等、宫咏、闺咏及怀古、杂兴类
，皆无文，盖可证明。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图书序�>>

书籍目录

前言　徐蜀孔凡檀　《诗渊》前言中国佛摹院　《释氏十三经》影印前言伍跃　稿本《晋会要》影印
说明武銊　《夷门广牍》影印说明李致忠　诗集传陈兵　《云笈七签》序冀淑英　《漠学堂知足斋丛
书》影印序杨东明　《古玉考释鉴赏丛编》序周绍良　《绘图五百罗汉》序李万健　《明代书目题跋
丛刊》前言傅振偷　《陈介祺批校古泉汇·附续泉汇》序净慧　《禅宗名著选编》前言姜纬堂　《圃
朝典汇》及其编者徐学聚徐蜀　《二十四史订补》前言吴元真　《松雪翁乐善堂帖》跋李豫　《清季
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出版前言杨讷　李晓明　《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遣·集部》前言朱家潜　《北京图
书馆藏升平署戏曲人物画册》序康保成　孤本明传奇《盐梅记》述略锺肇鹏　《续百子全书》序锺肇
鹏　《读书记四种》前言陈翔华　《元刻讲史平话集》序欧阳中石　《清乾隆补刻明代端石兰亭图帖
》序李致忠　《墨印彩绘耕织图》跋吴元真　《赵松雪书太上玄元道德经》跋欧阳中石　《柳公权神
策军纪圣德碑》序陈缸彦　《养正图解》出版前言黄润华　《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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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明清册封使别集概况　　琉球，即今冲绳岛及其附近岛屿，处于九州岛岛与台湾岛之间，与
中国的交往，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
自明朝以来，交往更加密切，每逢琉球新国王即位，都有请封进贡使，到中国请求派遣册封使，前往
祭奠、册封。
据统计，明朝曾有17次、清代曾有8次向琉球派遣册封使。
自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返回后撰写《使琉球录》，以后每次册封使回国后，都要将出使经过和琉
球国情写成专门报告，存留至今的有《使琉球录》、《琉球记》、《中山传信录》等等。
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品为主的各种关于琉球的文献，近年分两次结集影印出版，名为《国家图书馆藏
琉球资料汇编》及《续编》。
这些专门报告，既有向上汇报的意义，也有留作以后出使参考资料的功效。
至今，研究琉球历史，研究琉球与中国的交往，这些专门报告，依旧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出使琉球的册封使多为进士出身，总计明清正使副使至今得其名姓者四十五人，尚有别集存世者
十一部。
这些别集中，常常保存出使时所作诗文，生动细致地记录了琉球地方风物民俗，是专门报告的补充，
是研究琉球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以往对册封使研究，较多关注其人传记及其归国后专门报告，尚乏对其别集资料进行全面揭示。
笔者尽力查找各图书馆所存册封使别集，以便获得琉球研究新资料。
现在已经得知尚存一部明人文集，十部清人文集。
由于笔者见识有限，倘海内尚有存者，愿闻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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