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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湖北双籍进士的地域流动探析 

宋传银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与普通移民相比,明代湖北进士移民具有特殊性｡迁出移民以官籍移民为主,普通移民以民籍移民为主

｡迁入移民以民籍移民为主,与普通移民一致｡迁移时间主要在明代中后期,普通移民则在明初｡迁出移民主要来源于

今鄂东地区､江汉平原,迁入移民主要来源于今江西,均与普通移民相同,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人们所熟知的“江西

填湖广”的移民运动｡迁出移民主要分布于今北京､山东与四川,其中民籍移民主要迁往四川,说明“湖广填四川”

移民运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代｡迁入移民主要分布于今江汉平原､鄂东地区,普通移民则主要分布于鄂东地区｡ 

【关键词】明代 湖北 双籍进士 “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 

明代湖北人口迁移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江西填湖广”之说｡但是,这场移民运动在正史､明代《实录》中几乎

没有记载,方志中的资料也相当有限①｡这种无米之炊给学者们的研究带来困难｡20世纪90年代,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

说:“湖北移民历史的研究要大大难于湖南｡这是因为,文献中关于湖北人口变动的记载极少,作为氏族来源最为详细的方志氏族

或类似资料,遍检湖北的方志以后也仅发现寥寥几种,且质量不能与湖南的有关资料相提并论,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了难度｡”②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学者们尝试从不同角度论证这一过程｡20世纪90年代,张国雄曾利用族谱研究明清时期两湖的移民运动③｡

另外,有学者利用双籍进士资料全面研究明代移民史④,或者专门研究某一省份的移民运动⑤｡目前学界还没有学者利用双籍进士

资料研究明代湖北移民运动,本文拟作一尝试｡ 

明代户籍中户籍与乡贯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⑥｡明代按户籍所在地将编户分为不同的户口类型,并以此

征收赋税｡随着人口的地域流动,有的人迁移到了别的地方,或移籍,或寄居,这就导致一个人户籍的现籍与其原籍不一致｡明代规

定,士子应在现籍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大多数人的现籍与原籍是一致的,其中少部分现籍与原籍不一致的进士即为“双籍进士”｡

进士既有双籍,说明他们在地域上发生了迁移,符合学术界关于移民的定义⑦｡这些双籍进士资料成为研究移民运动的可贵资料之

一｡ 

依据清代李望周等人编辑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以下简称《题名碑录》)以及今人朱保炯､谢沛霖依据《题名碑录》

编制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明代湖北共有双籍进士174名｡依据其现居地与原籍,本文将其分为三种

情形讨论:一是原籍在今湖北省､现籍在外省的;二是原籍在外省､现籍在今湖北省的;三是原籍及现籍均在今湖北省的｡这三种情

形分别代表了明代湖北人口迁移的三种形式:湖北人口的外迁､外来人口的迁入､省内人口迁移｡限于篇幅,依其重要性,第三种情

形从略｡ 

一､明代湖北进士移民的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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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题名碑录》及《索引》,双籍进士中原籍在湖北､现籍在外省者共71名｡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湖北外迁移

民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迁出移民的类型特征 

移民有不同的分类⑧,从移民身份角度,明代湖北双籍进士的移民类型可以分为军籍移民､官籍移民及民籍移民｡ 

军籍移民又称卫所移民,指军户到卫所当兵,一部分卫所官兵以后逐渐在当地落户｡明代军户一般不在本地卫所从军,北方卫

所的军人来自南方,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北方｡这样就产生了军籍移民｡这也是明代移民中的一种独特现象⑨｡如成化十四年(1478)

戊戌科的丁昶原籍为襄阳卫,现籍为云南蒙化卫军籍
⑩
;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科的张登高原籍为汉阳,现籍为山东濮州千户所军

籍⑪;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科的万民英原籍为江夏,现籍为大宁都司茂山卫军籍⑫｡军籍下分为军匠籍､弓兵籍､力士籍､勇士

籍､校籍·军校籍､校尉籍､旗籍､总旗籍､军官籍､军灶籍､军盐籍､效籍､军民籍等⑬｡ 

明代官籍为政府优待功臣而设,其中以军功之家占多数,因而官籍移民有的是卫所籍,如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的鲁义,原

籍为黄冈,现籍为辽宁定远右卫官籍⑭｡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的李锐,原籍为谷城,现籍为大宁都司保定后卫官籍⑮｡有的官籍移

民则在州县｡据康熙《湖广通志》记载:“熊士章(熊伯龙祖父),字文麓,随父任楚府典宝,遂家于汉阳｡” ⑯万历五年(1577)的张

嗣修､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张懋修与张敬修,为名相张居正之子,张居正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进士,后位居首辅,其子

均为锦衣卫官籍｡ 

民籍移民指普通百姓因种种原因迁往他地｡移民按其性质,可以分为生存型移民､开发型移民⑰｡前者指百姓因迁出地的推力

(如自然灾害､战争等)而迁移,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北人南迁高潮;后者因迁入地的拉力(如迁入地有较好的发展空间等)而迁移,

如移民史上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因当时湖广与四川有大片空闲土地,加之赋税较低,较之原居地有着较好的发展

空间,大批移民便蜂拥而至⑱｡如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的王至善,原籍为襄阳卫,现籍为山东历城民籍⑲｡万历三十五年(1607)

丁未科的李胤祥,原籍为公安,现籍为四川富顺民籍⑳｡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科的王政敏,原籍为汉阳,现籍为山东费县民籍㉑｡ 

明代进士的籍别涉及官籍､军籍､民籍､校尉籍､校籍·军校籍､力士籍､匠籍等几种,其中校尉籍､校籍·军校籍､力士籍三种

可以归到军籍,匠籍归入民籍｡从统计数据看,官籍移民最多,有29例,占总数的40.8%;军籍移民次之,有23例,占总数的32.4%;民

籍移民最少,有13例,占总数的18.3%｡缺籍别6例｡ 

籍别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家庭出身｡进士中的官籍移民最多,说明湖北迁往外地的进士家庭出身多为官宦之家｡民籍移民

最少,说明出身平民的进士所占比例小｡ 

以上数据是否具有普遍性呢?从全国情形来看,据研究,明代12400余名进士中,民籍进士的比例为60%左右,军籍进士为25%左

右,官籍进士为4.5%左右㉒｡有的研究认为军籍进士占到全国进士近30%㉓｡这与湖北外迁移民的类型特征刚好相反,说明湖北外迁

移民类型具有特殊性,并不反映进士类型的一般规律｡ 

官籍移民多可能与迁入地有京师有关｡京师卫所最多,称为京卫,分为三类,一是五军都督府之属,共33卫,主要拱卫京师及京

城各门｡二是上直卫,又称亲军卫,共26卫,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锦衣卫｡三是执行专门事务的卫所㉔｡这些卫所官兵多以富家子弟

担任㉕｡从具体事例看,京卫占了很大比例,如锦衣卫就有6例,府军前卫(属上直卫)有2 例,还有羽林前卫､金吾右卫(属上直卫)等

｡ 

军籍移民较多同样与迁入地有京师有关,其中京卫占有一定比例,如锦衣卫､武骧左卫等｡其次与湖北的地理位置有关｡如前

所述,南方卫所的军人多来自北方,北方卫所的军人多来自南方｡因湖北位居中部,它是北方的南方,也是南方的北方,因此北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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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远至今辽宁､山东,南方可以远至今广西､云南､贵州,也可以近至今河南､湖南､安徽｡如果是单纯的北方或南方省份,其军籍移

民一定会少得多｡ 

(二)移民外迁的时间特征 

从统计数据来看,71位双籍进士中,成化年间4人,弘治年间3人,正德年间13人,嘉靖年间21人,隆庆年间2人,万历年间14人,

天启年间2人,崇祯年间12人｡明初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诸朝一位双籍进士也没有｡从绝对数量来看,嘉靖年间最多｡

从相对数量来看,正德年间最多,崇祯年间次之,隆庆年间､嘉靖年间再次之,再就是万历､天启年间,成化､弘治年间最少｡ 

为什么明代初期一位双籍进士也没有?因为以上反映的是进士报考年代的情形,而真正发生人口迁移往往是在进士的父辈､

祖辈､曾祖甚至于高祖辈｡换言之,就一般情形而言,当一个家族迁入某地之后,先要站稳脚跟,往往要经过若干代之后,才能有进

士人才出现｡ 

如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科王一鹗,据同治《曲周县志》卷20《艺文上》所载明代江夏人郭正域所撰《大司马王公一鹗传》,其

先祖为山西曲沃人,明代初年因躲避战乱,六世祖王斌迁至今枣阳,其父因游学迁至山西曲周,并在当地著籍,遂为曲周人,之后王

一鹗考中进士㉖｡又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李盛,光绪《武昌县志》卷13《选举》记载:“案《李氏谱》,李氏元季由兴国迁

武昌县洪道乡之葛山,三传至盛,盛登洪武乙丑科进士,孙友承､应芳皆岁贡生｡”㉗说明李盛的高祖在元代从兴国迁往武昌县,直到

三代之后的李盛,才有进士人才出现｡ 

清代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中曾以若干家族为例证,谈论汉口科举与移民的关系｡如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吴正治,最先是

因其曾祖父吴文仲于明代万历年间来汉口经商,遂隶籍汉阳｡吴正治同科进士熊伯龙,籍贯为江西进贤人,因曾祖父熊洪为明代楚

王府官员,遂著籍汉阳｡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丁鹿鸣,原籍浙江上虞,因其祖父丁仁静经商于汉口而著籍｡嘉庆七年(1802)壬戌

科邱树棠,原籍浙江上杭,因其父亲迁汉而著籍｡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袁希祖,原籍浙江上虞,因其祖父赁居汉口著籍｡汉口

科第最盛的为孙皋家族｡孙为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科进士,安徽休宁人,其祖上由休宁到汉口经商,遂著籍为汉阳人,到孙皋时

才中进士,后又有5位举人,4位贡生｡王氏最后总结说:“诸家大抵以商至汉,每每一传而即显,次亦只再传也,然则此邦最宜侨民

可知矣｡”㉘ 

鉴于上述现象,明代湖北人口迁移的时间可以在双籍进士的时代往前推移数十年或百余年｡但即便是这样,双籍进士所反映

出的明代湖北移民外迁时间集中于中后期,而不是明初｡ 

这种特征与全国及湖北的大势存在差异｡学界在研究明代人口迁移时,有“洪武大移民”之说㉙｡这是全国的情形｡在湖北也

是如此,湖北地方志中留下了一些记载｡如同治《黄陂县志》卷1称:“至明初而土著者多迁四川｡”㉚在清代纂修的四川地方志中

更有大量的记载｡如宣统《广安县志》据旧撰《大竹志》说:“洪武四年(1371年),廖永忠平蜀,大肆杀戮,复徙楚之麻黄人来实兹

土｡”“户籍以明初土籍曰旧,以康熙客籍曰新｡凡楚人居其大半,而以明之黄麻籍最早,武昌通城之籍次之｡”民国《汉源县志》

称:“元代重戍骄将,摧残地方｡明代之初,秦楚填蜀……一时编户齐民,秦楚籍者八九焉｡”民国《云阳县志》列举该县向､何､谭､

孙､于､张､贺､李､王诸姓,都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民国《巴中县志》载:“元末明初,邑址荒废｡间有自楚迁入者,插占为

业｡”民国《简阳县志》:“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光绪《内江县志》:“俗传洪武二年徙楚实蜀｡” ㉛据研

究,在移入四川的移民运动中,明中叶和明末的迁移规模远远比不上明初,因而有的学者将元末明初的以湖北人为主的移民入川

浪潮称为四川历史上的六次大移民之一㉜｡显然,在这场大移民中,湖北更多地充当了“迁入者”的角色,而不是“迁出者”｡ 

(三)移民外迁的空间特征 

1.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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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籍进士的现籍就是他的迁入地｡据统计数据,迁入地按数量多少排列依次为㉝:北京(17)､山东(11)､四川(10)､河北(5)､安

徽(4)､辽宁(3)､陕西(3)､广西(3)､浙江(2)､河南(2)､云南(2)､贵州(2)､山西(2)､江苏(2)､湖南(1)､江西(1)､福建(1)｡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明代湖北移民迁入地最多的是北京,其次是山东,四川再次之｡ 

迁入地的前三位应作具体分析｡从移民类型看,迁入北京最多的是官籍移民,而官籍移民占据整个外迁移民的40%,北京成为

迁入地最多之地自在情理之中｡迁入山东的移民中,有11例军籍移民,民籍移民只有4例,山东成为迁入地的第二位与军籍移民多

有关｡四川排在第三位,而迁入四川的移民中,民籍移民最多,有5例;军籍移民次之,有3例;官籍移民有1例,役籍缺1例｡ 

从中国移民史的整体上看,官籍移民与军籍移民只是移民的小部分,真正移民主体是民籍移民｡这就提示我们,明代湖北移民

迁入地最多的实际上是四川｡《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称:“除元代末年明氏进行军事移民之外,洪武年间四川还存在着一般的民

籍移民｡民籍移民的主要来源也是湖北地区｡”㉞虽说这里所说的是洪武年间,实际上这种现象在整个明代一直存在｡这就从一个侧

面佐证了这一结论｡同时也告诉人们,我们所悉知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并不发生在清代,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明代,甚

至于元代末年｡ 

2.迁出地 

依据统计数据,迁出地按数量多少排列依次为㉟:黄冈市(31)､荆州市(11)､武汉市(6)､孝感市(5)､咸宁市(5)､襄阳市(5)､黄

石市(3)､荆门市(3)､随州市(1)､宜昌市(1),鄂州市､十堰市､恩施州均为0｡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明代湖北移民迁出地集中于今黄冈市,其次为荆州市｡根据湖北地域特点,现代地理学上一般将湖北

分为四大区,即鄂东区､江汉平原区､鄂西北区､鄂西南区㊱｡按这四大区来统计,鄂东区为50人,江汉平原区为14人,鄂西北区为6人,

鄂西南区为1人｡其中鄂东区占据绝对优势,占到总数的70%还多｡ 

二､明代进士移民迁入湖北 

依据《题名碑录》及《索引》,双籍进士中,原籍在外省､现籍在湖北者也是71名｡依据这些进士统计数据,同样也可看出明代

进士移民迁入湖北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进士移民迁入的类型特征 

从统计数据来看,民籍移民最多,有47例,比重为66.2%;官籍移民和军籍移民均为7例,比重为9.9%｡另有驿站籍1例,籍别缺失

有9例｡ 

这与迁出移民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官籍移民和军籍移民比重大大降低,分别下降约31个和23个百分点;民籍移民比重大幅

度上升,上升约48个百分点｡ 

这种情形的产生与湖北的非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关｡因不是政治中心,湖北地区的卫所较之京卫要少得多｡湖北地区的卫所包

括武昌卫､武昌左卫､黄州卫､蕲州卫､承天卫､襄阳卫､沔阳卫､施州卫､德安千户所､夷陵千户所､襄阳护卫､荆州左护卫､荆州中护

卫､武昌左右中护卫等㊲｡所以军籍移民比重降低｡从官籍移民的构成看,7例官籍移民中有5例为卫所籍｡ 

(二)进士移民迁入的时间特征 



 

 5 

进士移民迁入的时间特征与迁出一样,集中于明代中后期｡这也与湖北移民迁入大势存在差异｡ 

现有的研究表明,在明代196个家族中,迁自明初与洪武年间者有136族,占总数的69%㊳｡地方志的记载更多,有少量方志有具

体的统计｡如宣统《黄安乡土志》下卷《氏族录》中载有48个氏族的来源,其中有确切迁入时间的有41个,这41族中有29族迁自元

末明初,占70%㊴｡现代田野调查(主要依据族谱)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据应山县部分族谱所载,该县大部分姓氏为明初由麻城及江

西､安徽等地迁入,开始只一人或数人居住一地,后经数十代人口繁衍,而成一地之大姓,并以姓氏命名地名,如郝家店､吴家店､红

石李店､张杨店､魏家店等㊵｡据孝感龙店区毛陈镇青石村《胡氏族谱》载:“祖故籍江西麻城｡元末刘福通之乱,孝邑子弟从军入蜀,

井里为墟｡明洪武二年(1369年),诏附近居民立草为标,土地河湖纳贡赋者永为世业｡”新农村《董氏族谱》称:“元末刘福通之乱,

孝邑人民从军入蜀,井里萧条｡洪武二年,诏附近居民立草为标,认赋者即为世业｡祖由江西新建县迁徙卜居此地｡”鲁家铺《夏氏

族谱》载:“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儒子徙居孝感县｡” ㊶据红安县的一些族谱记载,

红安王､陈､韩､周､刘､钟､何､熊､戴､黄等姓均由明初迁入,有的还有确切时间,或言洪武初,或言明初,有的说是洪武二年㊷｡随州

柳林镇､古城､团结境内,除赵､钱､续､刘等姓为原籍外,张､陈､程､王､彭､唐､任､邬､占､熊､马､徐等姓均系洪武年从江西迁入落籍

｡随州南部何店､洛阳､庹家等地均有类似族谱､碑文记载㊸｡据郧西上津镇《寇氏族谱》记载,寇氏祖籍为山西洪洞县,明洪武初年

迁居陕西渭南县,继而转迁至上津伍峪河寇家岭,繁衍至今有23代,为县境西部迁来最早的姓氏｡东部迁来最早的是梁姓,洪武初

年从湖南长沙迁至城东四堰坪,发展至今已21代｡其后师､韩､罗三姓接踵而来,四姓四户,四眼井,四堰坪亦由此演变而来｡当时,

从四眼井至东营方圆十余里,还有高､夏､刘､李､邓等共9姓｡明初还有从江西吉水迁来夹河长沙坝居住的王姓等㊹｡据鄂西南几本

民族志的调查,境内相当多的氏族,其先祖均迁于明初｡鹤峰苗族杨姓的进山公公在洪武年间从湘西麻阳大栗树迁往今鹤峰走马

镇杨家场(当时为麻寮土司地)落业,然后分支到鹤峰各地㊺｡汉族较大规模地迁入来凤县的时间就有明朝洪武年间,主要由湖广一

带迁入,也有部分大田军民千户所驻守的汉兵在来凤落籍㊻｡ 

(三)进士移民迁入的空间特征 

1.迁出地 

即迁入湖北的进士移民来源于哪里?据统计数据,按多少排列依次为:江西(38)､安徽(8)､江苏(8)､浙江(6)､河南(3)､陕西(2)

､河北(1)､山西(1)､四川(1)､福建(1)､广西(1)､云南(1)｡其中江西占据绝对优势,所占比重为53.5%｡这就为我们熟知的“江西填

湖广”提供了佐证｡ 

这一特征与湖北移民大势一致｡据曹树基的研究,洪武年间湖北9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籍移民约为69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70%左右㊼｡前述地方志､族谱及现代田野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2.迁入地 

即迁入湖北的进士移民在地域上是如何分布的｡据统计数据,按多少排列依次为:荆州市(22)､黄冈市(10)､武汉市(8)､襄阳

市(8)､荆门市(6)､十堰市(6)､随州市(3)､孝感市(3)､咸宁市(3)､宜昌市(2),黄石市､鄂州市､恩施州为0｡如果按湖北省四大区域

统计,则鄂东区24例､江汉平原区28例､鄂西北区为17例､鄂西南区为2例｡ 

这一分布格局与湖北移民大势稍有差异,表现为荆州市与黄冈市形成反差,或鄂东区与江汉平原区形成反差｡按常理,湖北移

民的绝大多数既然来自江西,则先选择靠近江西的鄂东区,然后再往西,进入江汉平原区｡据研究,洪武年间黄州府的移民87%来自

江西,武昌府的比例为85%,荆州府､汉阳府､沔阳府的比例为80%,襄阳府的宜城可能是江西移民,枣阳､光化则为山西移民㊽｡所以

在迁入移民的分布格局上应以鄂东区为多,而不是江汉平原｡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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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移民相比,进士移民具有其特殊性｡在移民类型上,迁出的移民以官籍移民最多,军籍移民次之,民籍移民最少｡迁入的

移民则与此相反,民籍移民最多,官籍移民最少｡迁出移民与普通移民运动的特征相反,而迁入移民则与普通移民运动的特征一致

｡ 

在迁移时间上,迁出和迁入移民具有相同的特点,即迁移时间都集中于明代中后期｡这与普通移民运动迁移时间集中于明初

的特征存在差异｡ 

在迁出移民的来源上,迁出移民主要来源于今鄂东地区､江汉平原区｡这与普通移民运动的特征一致｡在迁入移民的来源上,

迁入移民主要来源于今江西｡这与普通移民的特征一致,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人们所熟知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 

在迁出移民的地域分布上,他们主要分布于今北京､山东与四川,其中民籍移民主要迁往四川,这就说明“湖广填四川”不仅

仅发生在清代,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代｡在迁入移民的地域分布上,他们主要分布于今江汉平原区､鄂东地区｡这与普通移民主要

分布于鄂东地区的特征稍有差异｡ 

产生这些特殊性的原因均与进士移民的特征分不开,也与湖北的地理位置､明代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 

双籍进士是一种特殊的移民群体,研究他们可以拓展移民史研究的视野,并对不同类型的移民运动及其特征有更深入的认识

｡ 

注释： 

①宣统《黄安乡土志》､民国《松滋县志》､民国《通山县乡土志》等几种方志中有关于当地氏族来源的较为集中的记载,其

余绝大部分是零散的记载｡ 

②⑨㉞㊼㊽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9页,第7-8页,第154页,第148页,第128-148页

｡ 

③参见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④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刘小龙:《明代四川双籍进士与移民初探》,《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张晓东:《甘肃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⑥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第2期;朱

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编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页｡ 

⑦⑧⑰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第1卷中把移民定义为“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

并将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分为五种类型,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

疆的开发性移民,北方牧业民族或非华夏族的内徙与西迁､东南沿海地区对海外的移民｡参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第54-74页,第48-53页｡ 

⑩⑪⑫⑬⑭⑮⑲⑳㉑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7页,第418页,第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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