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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上编为先生倾注一生心血的《霜红龛集校补》，下编为50余篇学术论文和书信。

傅山先生的《霜红龛集》，是历经200多年逐步整理刊刻而成的，历时既久，歧异遂多。
清代末年，山西巡抚丁宝铨邀请国内名家缪荃孙、罗振玉等整理刊刻成《霜红龛集》40卷，号称完备
，然其中错简迭出，也未能称尽善尽美。
因此，对《霜红龛集》的校勘成为研究傅山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

陈监先先生精通古代版本目录学及山西乡邦文献，从年轻时，即发愿校勘《霜红龛集》。
他以丁宝铨刻本为底本，参校傅山挚友戴廷栻所刻《晋四人诗》，乾隆十二年张耀先刻《霜红龛集》
，咸丰年间寿阳刘飞刻《霜红龛集》，清末年平遥王晋荣刻《霜红龛集》，以及傅山的其它遗著和相
关史料，逐字逐句，予以校勘。
其《凡例》说：“本书校勘，依各种刊本先后顺序，列出异同，各本面目，优劣毕见。
版本校勘源流发展，亦一目了然。
引述前人校说，多指明是非，间亦略加疏证。
偶有一得，均冠以"监先案"三字。
”故而先生在其序言《〈霜红龛集〉版本源流考》中不无自负地说：“这样，《霜红龛集》的诗文，
基本上恢复了本来面貌，为研究傅山这一历史人物提供了真实可据、更加丰富的资料，使用价值有了
一定程度的提高。
”这道出了陈先生校补《霜红龛集》的初衷及价值所在。
事实上，校补工作倾注了先生数十年的心血。
先生的校补序言作于1946年，可知校补内容在那时应已初具规模，一直到1990年先生去世前，这40多
年一直处于修改完善阶段。
从先生的校补原稿看，本为墨笔恭楷抄写，然后又间杂钢笔、圆珠笔甚至铅笔补写的内容，有的字颤
笔不已、模糊不清，乃是先生暮年偏瘫之后所补，其心可感。
令人遗憾的是，“校补”的补遗部分，约80余篇傅山遗文，是陈先生辛勤搜罗而来的，近20年来，却
几经辗转，不知去向。
此次出版的校记，其中补的文字甚少，但出版时，仍沿用了陈先生《霜红龛集校补》的书名，以表示
对陈先生辛勤劳动的尊重。

陈监先先生批校《霜红龛集》，是在他校勘《霜红龛集》中逐步形成的，相对于其“校补”而言，批
本的校勘记较简略；其更高的价值，一是对《霜红龛集》大部分诗文作了断句，使人易于阅读；二是
对众多的诗文作了批语。
这些批语，有的指出创作时间，有的注明诗文中的人名、地名出处，有的直道其诗文的妙处。
张颔先生阅读陈氏批校本，欣然题签《陈批霜红龛集》，无疑认可陈先生的批校实成一家之言，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陈监先先生关于傅山先生的论文和书信，现存13篇，均为考证性论述，可谓篇篇有创见。
其《〈霜红龛集〉版本源流考》对《霜红龛集》的整理刊刻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与分析，1963年
发表在《学术通讯》时，略有缩节——其实，未缩节的一文更为全面精彩。
研究《霜红龛集》者阅读此文，可少走好多弯路。
《傅山生年考——评郝树侯〈傅青主生年辨〉》作于1963年，先生以大量事实，反复考证，证明傅山
生年为1607年，享年78岁，而非郝树侯先生所称的生于1606年，享年80岁。
事实上，陈先生这一考证，已成为了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
《傅山的杂剧〈红罗镜〉》一文，则从剧本的背景、语言、人物及太原文物诸方面，全面论证了《红
罗镜》杂剧确为傅山先生所作，此文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第618期，其观点也被当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监先文存(霜红龛集校补、论文书信>>

学术界普遍承认。

可以说，陈监先先生在傅山先生的研究方面，是20世纪的一位关键人物，他的最大功绩，是从前人的
搜罗刊刻文集阶段，转入对傅山版本及遗存诗文的考校阶段，进而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础。
可以说，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至今无出其右者。

然而，陈监先先生的研究范围，还不止于傅山先生及其《霜红龛集》。
现存的其它论文书信，约有40余篇，上起于王充的《论衡》，下至清代文史的研究，涉及范围甚广，
有严密的考证，如《太史公生年问题》；有普及性的文章，如《清代考试制度漫谈》《纪〈古今图书
集成〉》；也有文采斐然的纪实性作品，如《马头岭访书记》，那是记述作者1938年在陕西宣川马头
岭与二三好友访书的经历的，可认为是先生一生访书生涯的缩写。
令人感动的是，1976年，先生将一生收藏的400余册明版、清版线装书捐给了山西省图书馆，其它文章
如涉及地方文献的《〈金经略使杨贞碑〉校跋》、涉及古钱币考证的《十里坪出土古钱考》、涉及古
代印书的《雕版印刷肇始考》，都是既解惑、又增长知识的佳文，可证先生知识之渊博、研究路径之
宽泛。
最能代表陈先生学术水准的论文，则有如下数篇：一为《论文中子》，其中以大量事实，论证《文中
子》非王通所作，实为其后人伪托之作；其最有可能伪托者，乃为其孙王勃。
二为《太史公生年问题》，其中肯定了王国维的考证方法及成绩，并据李长之先生对王国维有关太史
公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说的疑问，作出进一步考证，确认太史公司马迁实际生年为汉武帝
建元六年（前135年）。
太史公这一结论也广泛为学术界认可，而其中以现有文献步步推论的科学方法，堪为学术研究的典范
。
三为《斩鬼传》的作者和版本考证，解决了鲁迅、胡适、郑振铎诸位大家久已关注而未予解决的《斩
鬼传》的作者问题，认定清初阳曲人刘璋为这部著名讽刺小说的作者，遂成古小说界公认的定论。
四为研究《〈论衡集解〉的成就和问题》。
陈监先先生就1957年古籍出版社刘盼遂所著《论衡集解》作了全面的考证，涉及清代初年以来众多《
论衡》研究的专家及其学术成就。
读罢此文，等于读过一部有关《论衡》版本及校勘的研究史，可知陈监先先生在校勘学、版本目录学
方面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监先文存(霜红龛集校补、论文书信>>

作者简介

陈监先，生于1904年，山西崞县（今原平市）阎庄村人。
1927年6月，毕业于山西第一国民师范。
之后，长期在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教育厅任职，主管省编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省教育厅工作，直到1970年被下放回乡。
回乡后，除1974年至1975年在原平中学任教外，一直生活在阎庄村。
1990年，先生去世，享年86岁。

陈监先先生终身从事我省教育工作，是我省现代教育界的前辈，业余时间，致力于以版本目录及校勘
为主的文史研究，其中长期致力于傅山及其《霜红龛集》的研究，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最大。
其代表性著作为《霜红龛集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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