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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
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
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陛
和可读性。
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传世之作。
”（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
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
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
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
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
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
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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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清史项目之一。
清中辑佚兴盛，对历代佚书逸文的搜辑工作，是清代考据学的一大亮点。
过去清史和清代辑佚研究对这方面的关注，或集中于《永乐大典》的辑佚，或集中在几位大家身上，
以有清一代为视角进行的研究较少。
该书作者通过钩稽、梳理相关史料，目前考证出清代有辑佚成果者456人，辑本种类广涉四部几近万卷
。
对清代辑佚者及辑本进行汇考、对《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进行纠缪补阙，对四库馆臣以及戴震、周永
年等名家辑佚的评述，可见作者之创见。
作为一项阶段性成果，它的面世，有助于促进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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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喻春龙，历史学博士，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历任《职教论坛》杂志（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编辑、江西卫视新闻部编导、江西日报社《赣商》杂志特约撰稿人和江西财经大
学新闻学系主任、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参与点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译注《纲鉴易知
录》，发表《清代辑佚的三大缺憾》、《浅谈〈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美中不足》和《〈四库全书〉
开馆前的清代辑佚》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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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研究丛刊》总序序一序二引言  一、“辑佚”一词的学术界定  二、研究清代辑佚问题的背景及现实
意义  三、本书写作思路与亮点  四、清代辑佚研究的基本情况  五、清代辑佚研究的相关资料第一章  
清代以前辑佚情况回顾  第一节  历代文献典籍亡佚概况    一、清代以前文献典籍亡佚概况    二、“书
厄”与“无形的摧毁”    三、秘藏导致文献典籍亡佚的几种形式  第二节  清代以前的辑佚活动    一、
宋代以前辑佚活动的萌芽    二、两宋时期辑佚活动    三、元、明时期辑活动    四、余论第二章  清代辑
佚兴起的原因和条件  第一节  清代辑佚兴起的原因分析    一、学术界对清代辑佚活动兴起原因的认识   
二、明代中后期经济社会变迁：学术界一场深刻变革的开始    三、唯利是图的商业风气结恶果：“明
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    四、深受后世诟责的明人著书之风    五、力矫明代学术之弊，抢救性发掘历
代佚籍——清初辑佚活动的兴起  第二节  清代辑佚兴起的条件    一、清前期文化政策的嬗变与理学的
衰落    二、考据学人才辈出    三、公、私藏书日渐丰富第三章  清代辑佚的发展概况  第一节  《四库全
书》开馆前的学者辑佚    一、官方有组织的学者辑佚活动    二、私家辑佚学者的辑佚活动    三、纂修
《三礼义疏》与《礼乐大典》辑佚之滥觞  第二节  四库馆臣的辑佚    一、馆臣的阵容    二、馆臣辑佚
概述    三、馆臣辑佚的基本原则：“三辑”、“三不辑”    四、馆臣辑佚之我观  第三节  清代辑佚的
师门传承    一、专业辑佚者的出现与辑佚的蔚然成风    二、清人自国外搜亡辑佚的努力第四章  清代辑
佚的师门传承  第一节  “惠派”辑佚    一、惠栋辑佚成就    二、“惠派”其他学者与辑佚    三、“惠派
”学者辑佚的影响  第二节  “戴派”辑佚    一、戴震辑佚成就    二、“戴派”其他学者与辑佚    三、余
论  第三节  “钱派”辑佚    一、钱大昕辑佚成就    二、钱派其他学者与辑佚    三、余论第五章  清代辑
佚的成果与缺憾  第一节  大批古佚书重新现身    一、经部辑佚    二、史部辑佚    三、子部辑佚    四、集
部辑佚    五、辑佚丛书的编辑与刊刻    六、辑佚与其他考据活动  第二节  辑佚学的形成    一、辑佚方式
非常灵活    二、辑佚方向比较清晰    三、辑佚方法日趋成熟    四、考证与辑佚相结合  第三节  清代辑佚
的几大缺憾结语  一、关于辑佚者  二、关于古佚书辑本  三、对清人辑佚的再认识  附录一   清代辑佚者
及其辑佚书汇考  附录二   浅论《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美中不足主要参考文献清代辑佚者人名索引后
记附表  附表1   明人辑佚成果一览表  附表2   献书四库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诸书作者、历代藏书
家地理分布表  附表3   四库馆部分人员变动情况表  附表4   部分四库馆臣辑佚书一览表  附表5  《小学钩
沉》、《字林考逸》与《小学钩沉续编》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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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家清史编纂的现实需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全国上千名清史专家、学者
参与其事，共同致力于推出“一部最完备、最详尽，同时也是最权威的清史”。
①他们的辛勤耕耘正激发更多清史研究者将各自研究引向深入，以期为新修《清史》贡献智慧或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辅助研究工作。
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全面启动，就没有今天清史界学术繁荣的局面。
清代考据学十分发达，尤其在“乾嘉之间，大师耆儒咸孜孜焉弗倦，校益勤，刻益精，藉以网罗散逸
，掇拾丛残，续先哲之精神，启后学之途轨，其事甚艰而其功甚巨”。
②梁启超曾盛赞“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
四者而已”。
③考据学在有清一代显赫的学术地位、深远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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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清代辑佚研究》，是我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两易其稿而成。
2006年5月，经由白新良师和杜家骥先生共同推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编委会纳入出版计划。
2007年5月，我将修改稿呈送研究丛刊编委会。
根据专家匿名评审意见，我对论文进行了二次认真修改。
两次修改《清代辑佚研究》，可归纳为“补、正、删、改”4个字，即：阙略失详处补之，讹舛谬误
处正之，多余重复处删之，表述不当处改之。
例如，新增第二章第二节中《考据学人才辈出》、第三章第二节中《馆臣辑佚的基本原则》和第五章
第一节中《辑佚与其他考据活动》的内容；将原稿正文的有关《永乐大典》正本殉葬的推测和今人唐
诗辑佚情况等颇涉争议的内容改为脚注；将原稿正文中的5个附表放在全书最后，并将名称附入《目
录》，以便读者检寻；将原稿中有欠严谨的个别不妥表述，逐予纠正；鉴于两宋以前尚无真正意义上
的辑佚，原稿“宋代以前辑佚活动”改为“宋代以前辑佚活动的萌芽”。
又如，对清代辑佚者及其辑本进行汇考，对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进行正误补阙，曾是本
书骨干部分。
原稿将这两部分内容（占原稿近一半的篇幅）分别安排在第五章第二节与附录之中，以致全文出现了
结构性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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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辑佚研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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