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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以后，不久便成为广为流传的显学。
从此儒学开始沿着两条线索向前发展，一条由众多弟子及后儒将儒学推向社会，发展到汉代，经过董
仲舒的提倡和汉武帝的决策，儒学一跃而为官学，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
这是二千五百多年宋儒学发展的一条主线。
另一条是由孔子后裔坚守的孔氏家学，孔子的儿子孔鲤就是孔子的学生，其孙子思从幼年开始便受到
了孔子家学的哺育，以后著述了《中庸》成为儒家思孟学派的魁首，从此儒学在孔氏后裔中被作为家
学相沿不废，不论儒学的历史处境如何，这条儒学发展的线索始终强有力地向前伸展着。
并由此而烘托了儒风浓郁的地方人文——鲁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条儒学发展的副线，对儒学发展主线起着支撑的作用。
当然，孔氏家学也是整体儒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必定会从另一个侧面
和角度促进整体儒学的研究水平。
然而，毋庸讳言，多年来学术界对儒学的这条副线，即孔氏家学的研究，仍然是个弱项。
山东因有地利之便，若干年来曾陆续发表过一些反映孔氏家学的著述，但此项研究处于弱项地位的状
况，并未有太大改变。
    周洪才同志的这部《孔子故里著述考》的问世，对改变这种状况必将起到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他原供职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有志于儒家文献学的研究和整理，尤看重对孔氏家学文献的研
究和考辨。
他有鉴于曲阜历史悠久，人文荟翠，大家辈出，仅见于《曲阜志》收载的，如孔子、颜子、曾子、孟
子、子思；孔安国、孔融、孔颖达、孔尚任、孔继涵、孔广森；颜之推、颜师古、颜真卿、颜光敏；
左丘明、公孙尼、谷梁赤、毛亨、申培、大、小夏侯、贾凫西、桂馥⋯⋯灿若群星，辉映儒林，不独
地方之光荣，实亦民族之骄傲。
他们的著述及嘉言懿行，由于去今渐远，或遗而未登史乘，或载而著录莫明。
即有著录，各家或多异同，至于书之存佚、作者履历、内容梗概、秘本藏所，更是不得其详。
周洪才生活于孔子故里二十余年，时仰宫墙之高，常瞻庙堂之隆，耳濡目染，心折于儒学之博大精深
和邑贤之宏伟著述，觉有责任，立愿要对此作一次彻底清理总结，以促进儒学、鲁文化研究的发展。
他放弃过无数次节假日，埋头于尘埃扑面的故纸堆，制作着难以胜数的一张张卡片，花费了十几年的
“冷板凳”功夫，抄录、训释、校勘与考辨着那些篇章字句，并且尽量避免“只会提供资源而不善于
加工”的资料型学者的片面性，对自己发现的许多涉及古文献学的问题，写成了一篇篇考证性文章。
    该书是一部全面考证著录历代曲阜人士(包括孔子、颜子后裔移居他邑、外籍人士寓居本邑而见于曲
阜《志》者)著述情况的文献学专著。
所收以乾隆《曲阜县志》与民国《续修曲阜县志》所载人物著述为基本框架，参以各史《列传》、《
艺文志》，历代诗文集、类书杂著、方志家乘、孔府档案、敦煌文献、年谱碑传、公私藏目、个人知
见，尤其注意吸收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和新发现的有关文献。
书内共收录自先秦至建国前四百九十位作者的一千七百余种著述，约八十万言。
其中，孔氏著述居其大半，儒学资料遍及书内各部分。
    该书依传统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凡五十七类，每类按时代先后排列；各书注以书
名、卷数(个别不可考者缺）、存佚情况、作者简历(孔颜二氏并注世系)、所处朝代、著述形式(作、
传、撰、合撰、编辑、注解、纂修、参订等)、考释文字(提要)、各种版本等。
释文内容包括：历代著录情况，前人有关品题，重要序跋摘录，作者生平，著作缘起，及本人考证意
见等。
作者为方便读者使用，书前冠有《例言》、《目录》，书后附有著者、书名《索引》，以及相关资料
。
    该书的学术价值至为明显，其突出表现为：其一，搜罗广泛，著录了大批过去未见收录与新发现的
邑人著述。
参考引用文献典籍四百余种，著录书籍一千七百余种，比乾隆、民国《曲阜县志》二者相加增益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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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之多。
其二，考证确当，订正了许多古今著录、记载错误，澄清了不少疑似问题。
如元孔元祚《孔氏实录》，被著名学者黄丕烈、钱大昕误以为即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此即得到
订正。
其三，把握书之内容性质，使杂乱纷繁的著述以类相从，秩然有序，并创设了该书独有的特色类目—
—阙里文献类，使家谱之外的众多阙里文献得以收录。
其四，经作者详考细查，对一些久佚不传之书均据实际考察结果重新加以著录，并提供了进一步辑佚
的线索。
其五，通过考注作家生卒，弥补诸家缺憾，是该书的又一贡献。
查考作家的生卒年月问题，特别是那些为数众多的中小作家的生卒年月，是一项非常麻烦的事情，但
作者利用信史、列传、家乘及墓志铭等材料予以考注，颇有参考价值。
对此，我相信致力于研究的诸专业者定会感受到该书提供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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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洪才，1957年生，山东齐河人，1978年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山东大学图书馆古文献研究
所所长、山东大学中国目录版本学与古籍整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发表论文70余篇，自著、参编著作多部，独立完成省级项目20余项，其中论文《藏书质量评价标注刍
议》和专著《两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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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圣门乐志一卷  存    清·孔尚任纂，孔尚忻编。
尚忻字霁窗，孔子六十四代孙，恩贡生，官四氏学录。
    是书，《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初稿)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藏清康熙间刊本著录，单题孔
尚任辑；《山东通志》、《曲阜志》、《阙里文献考》、《著述记》著录此书，单题孔尚忻编。
《曲阜志》、《阙里文献考》此书人史部，《曲阜志》尚忻误为“尚竹”。
《山东志》云：“是书卷端上题日：孔东塘先生纂，下题日：尚忻汇辑。
盖尚任旧有此编，而尚忻重加排类者也。
前有康熙丙申孔衍治《序》，为目凡十有四，曰：音器谱法、歌章四曲、迎风辇曲、朝元歌，引导乐
图、就位式、转班法、奏乐位次图、舞谱、乐器图、乐器名义、建官历履、乐舞生历履、乐学条规。
光绪戊寅新泰训导孔宪兰复校刊之。
”才按：康熙原帙未见，重刊本旧志序但云尚忻汇为专书，不曾言及尚任纂辑此帙。
序云：“古乐沦亡久矣，后之君子辨器以审音，审音以知乐，播之管弦羽龠，而仿佛箫韶之遗响者，
其惟大成乐乎。
学士大夫诵法先王，考稽莫据，幸而登阙里之堂，声容可接，名物灿然，于唱叹舞蹈间，如对古人，
所谓闻乐知德者，岂非兴感之一助乎。
朱文公于圣庙乐器，备考三代遗制，铸造精密，於知潭州日，申之省部，乞为颁行，崇文馆印刻图式
，颁行诸路。
当日各学宫乐器，最为近古，则朱文公之为功巨也。
及我兴朝，诏修乐器，考据详明，超轶往代，爰命天下学宫，选俊秀，习佾舞，又敕文武各官，每逢
丁祭，一体入庙，则凡躬与祀典者，不可不留意声音，殚心名物，窥其美善，以仰承陶淑万邦之雅化
也。
从父霁窗，任家学於庙庭，乐音有摄理之责，公余汇乐志为专书，公之儒林，俾得寓目了然，不至茫
无考据，其亦诸君子知乐之一助乎。
若夫制器协律，备极精微，于以格神人、和上下，则又在司其事者矣。
赐进士出身吏部观政六十五代孔衍冶靖轩甫谨序。
康熙岁次丙申仲春之吉。
”又，《著述记》谓尚忻“偕兄尚任讲求礼乐，辑《礼志》一卷、《乐志》一卷。
”当即此书，兹参据著录。
    足书有清康熙间刻本；清光绪四年孔宪兰校刊本等。
孝经一卷  存    一说周·孔子作。
孔子见本部易类《周易》。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
作《孝经》。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曾参，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
”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云：“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孝经》者，孔子为弟子曾参说孝道，阅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
亲之法。
”又云：“《孝经》虽与《春秋》俱是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训，史书旧章，《孝经》专是夫
子之意，故宜在墙秋》之后。
《七志》以《孝经》居《易》之首，今所不同。
”《隋书经籍志》云：“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
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
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
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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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
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竦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
又有占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
而氏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
又有衍出三章，并的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
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
郑众、马融并为之注。
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
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
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
陈及周、齐，唯传郑氏。
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
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
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
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
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
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按：自汉汔于隋唐，皆以《孝经》为孔子所作，而五代以后，多有异说。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为曾子弟子所作；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冯椅况，以为曾子弟子子思所作；
毛奇龄《孝经问》以为七十子之徒所作；来憙《孝经刊误后序》引汪应辰语，以为后人附会而成；姚
际恒《古今伪书考》以为汉儒所伪造。
而姚鼐《惜抱轩文集》尝论此事曰：“《孝经》，非孔子所为书也，而义出于孔氏，盖曾子之徒所述
者耳。
朱子疑焉，为之刊误。
夫古经传远，诚不能无误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
夫其书有不可通者，非本书之失，后人离合其章者之过，而文有讹失，不能明也。
”其古代文本，陈国庆《汉志注释汇编》谓有四种：一、古文本，出孔子宅中者，凡二十二章，亡于
梁代。
二、隋代后得古文本，《隋志》谓王劭于京师访得占文《孝经》孔安国传，以送河间刘炫者，自唐以
后其书已亡。
三、清代后得日本古文本，亦附有孔安国传，学者多认为日本人所伪造，今尚存，即鲍氏《知不足斋
丛书》所刻者。
四、今文本，汉初颜贞所献(晁公武曰：千八百七十二字)，凡十八章，今存，即《十三经注疏》所据
之本。
此外，尚有《隋志》所载之孝文帝时“以夷言译《孝经》之旨”的《国语孝经》本未列举。
又顾实《汉志讲疏》曰：严可均有郑注辑本，皮锡瑞有《孝经注疏》，均精善。
清《四库》著录《孝经正义》三卷，唐玄宗注，宋邢呙疏，今通行本也。
    是书有明刻本；明新刊明大字本；清顺治十三年内府刊本；清雍正五年武英殿刊满汉合璧本；清乾
隆四十七年陈氏裕德堂刻本(郑玄注，清陈鲈辑)；清乾隆五十三年国子监石拓本；清咸丰六年武英殿
刊满汉合璧本；清光绪九年遵义黎氏刊本；台湾国立故宫博务院藏清乾隆五年蒋蘅手写本；上海图书
馆藏清乾隆五十年周广业抄并跋本(郑玄注)；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清陈澧批校清抄本(题《孝经郑氏解》
，清臧庸辑)；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唐玄宗注，陆德明音)；北京图书馆藏清初影元抄本，清影元刻本
；北京图书馆藏清季锡畴、王振声跋清影元抄本；元泰定三年刻本(唐玄宗注，宋邢呙疏)；元泰定三
年刻明修本；明刻本(唐玄宗注)；清光绪十一年苏州振新书局石印吴大激篆书本(白文无注)。
又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明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
本：明毛氏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清阮元重刊宋本《
十三经注疏》本；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简体横排标点本(李学勤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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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九经正文》本，《宋刊巾箱八种》本，《宝颜堂秘籍》本，《九经》本，《格致丛书》本，《
四部丛刊》本，《占逸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及各种现代译注本、外译本等
。
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  佚    唐·颜真卿撰。
真卿字清臣，上柱国惟贞第六子，颜子四十代孙，居万年，开元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太子
太师，封鲁郡公，赠司徒，谥“文忠”。
世称“颜鲁公”。
    是书据《新唐志》著录。
《通志·艺文略》、《曲阜志》作《韵海鉴源》。
《宋志》、《崇文总目》仅著十六卷。
按：唐殷亮《颜鲁公行状》曰：“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著《韵海镜源》，成一家之作，始创
条目，遂遇禄山之乱，寝而不修者，二十余年。
及至湖州，以俸钱为纸笔之费，延江东文士萧存、陆士修、裴澄、陆鸿渐、颜祭、朱弁、李莆、清河
寺僧智海(兼善小篆书)、吴士汤涉等十余人，笔削旧章，该搜群籍，撰定为三百六十卷。
大凡，据法言《切韵》次其字，按经史及诸子语据音韵次字，成句者刊成文，裁以类编。
又按《仓雅》及《说文》、《玉篇》等其义各注其下，渭之字脚。
‘韵海’者，以牢笼经史之语，依韵次之，其多如海。
‘镜源’者，八体之奉，究形声之义，故曰‘镜源’。
绵亘数载，其功乃华，衷奏上之，有诏付所司藏之于书府。
”唐令孤晅《颜鲁公神道碑》亦称其“尝著《韵海镜源》，遭难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
，古今文字该于理者，摭华撮要，罔有不备，为三百六十卷。
以其包荒万汇，其广如海，自末寻源，照之如镜，遂以名之。
”又云：“所著《韵海镜源》，帝嘉之，藏于集贤书院及秘阁。
”宋留元刚《颜鲁公年谱》称：“大历九年甲寅，公六十六。
《韵海镜源》成。
”又云：“公，天宝中守平原，与封绍高笛族弟浑修成二百卷，属禄山作乱，止具四分之一，及刺抚
州，与左辅元等增广成五百卷。
至是，刊削繁辞，纂而成文，凡占今文字该于理者；摭笔撮要，罔有不备，为三百六十卷。
”又《封氏闻见记》曰：“天宝末，平原太守颜真卿撰《韵海镜源》二百卷，未毕，属藩寇凭陵，拔
身济河，遗失五十余卷。
广德中，为湖州刺史，重加补葺，更于正经之外，加入子史释道诸书，撰成三百六十卷。
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
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二
字以上，取其句未字，编入水韵。
爰及诸书，皆仿此。
自有声韵以来，其撰述陔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
大历二年，入为刑部尚书，诣银台门进上之，奉敕宣付秘阁，赐绢五百疋。
”此外，《新唐书·萧颖士传》及《唐会要》亦有所记载，兹不繁引。
又《崇文总目》：“《韵海鉴源》十六卷，颜真卿撰。
阙。
”钱东垣按曰：“《困学纪闻》云：颜鲁公在湖州为《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崇文总目》仅存十
六卷，今不传。
《唐志》、《通志略》并三百六十卷，《宋志》亦作十六卷。
是书本名《镜源》，此避嫌讳说。
”《小学考》谓：“《韵海镜原》，《崇文总目》仅存十六卷，知亡佚已多。
《通志》作《鉴原》，避翼祖讳也。
是书为后人韵府之滥觞，本无关小学，以自来著录皆列小学中，姑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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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家记述不无异同，据考，此书实完成于唐代宗大历十二年，真卿尝表献其书，诏藏秘阁。
中经五代之乱，至宋仁宗嘉佑元年编《崇文总目》时，只剩十六卷，宋元更替，物事沧桑，十六卷亦
告亡佚。
清黄奭辑诸书所引为一卷，收入《汉学堂丛书》及《黄氏逸书孝》，稿本《续修四库提要》据以著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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