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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文录》版本源流考 

邹建锋 

【摘 要】：笔者近三年在对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多次申请阅读的基础上,

以及对《中国古籍总目》、CALIS(高校古籍文献检索系统)、《中国地方志集成》、《北平国立图书馆甲库善本》、《阳

明文献汇刊》、《王阳明全集》(旧本、新编本)、《王文成公全书》、《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等大型丛书的指引下,通过

对数十种嘉靖、万历年间《阳明先生文录》查阅,大致对《阳明先生文录》版本源流主要划分为黄绾、钱德洪、佚

名、董聪四种版本体系,黄绾、佚名、董聪本均为 28 卷本,钱德洪本为精心选编黄绾序本基础之上的重编 24 卷本,

均发源于黄绾序刻《阳明先生存稿》本。黄绾序本保存不少王阳明轶文,其中王阳明公移散佚最为严重,多至数百篇。

由于钱德洪多年不懈的努力,最终掌握阳明文集的编辑权,其精简版与续编版汇合体系获得大规模的流通,并在当时

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支持下,嘉靖三十七年 24 卷本《阳明先生文录》(文录 5 卷、外集 9 卷、别录 10 卷)获得广泛流

通,并最终吸收在隆庆二年的《王文成公全书》中。阳明全书收录 22 卷本《阳明先生文录》(原四卷外集诗歌整合

为 2卷,别录次序提前至外集之前,为文录 5卷、别录 10卷、外集 7卷),增加《语录》3卷(原 11卷本《传习录》整

合为 3 卷),《阳明先生文录续编》6 卷(原本 8 卷,其中 3 卷公移),《阳明先生年谱》5 卷,《世德记》(《阳明先生

家乘》)2 卷,总计 38 卷。目前学术界多采用的四部丛刊影印隆庆本,就源于隆庆 38 卷本,而其前身为苏州闻人邦正

本与杭州胡宗宪本,均为钱德洪编辑。 

【关键词】：王阳明 阳明先生文录 版本源流考 

作者简介：阳明夫子文集主要有《五经臆说》《居夷集》《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诗录》《寓广遗稿》《〈武经七书〉评注》

等,被钱德洪分别编入正录、外集和别录中。 

一、阳明先生文录版本全国调研 

(一)《居夷集》版本价值 

嘉靖三年(1524年),时任余姚知县的阳明夫子亲传弟子丘养浩刻印三卷本的《居夷集》,同门韩柱与徐珊校订。
(1)
《居夷集》

分三卷,分别为诗歌、序说记,呈现阳明夫子早期谪居贵州时期的作品,包括来回旅途的诗歌与应酬之作。《居夷集》编校整理有

助于校正《阳明先生文录》相关诗歌散佚,其中《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诗文散佚,《移居阳明小洞天》诗题散佚,简而言

之,“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黄绾本、苏州本、胡宗宪本、隆庆本后作“三首”,然丘本《居夷集》径作“始得东洞遂改

为阳明小洞天”,其诗文未见隆庆本全集。而隆庆本三首在丘本题作“移居阳明小洞天”,非“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也。
(2) 

(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三卷本《阳明先生文录》版本价值 

嘉靖六年四月(1527 年),邹守益外放安徽广德县,刊印绪山编校的《阳明文录》(附录一卷),共四册,所收文章均由阳明夫子

本人标注年月。该书选稿的标准最为严格,按照夫子所说的专以明道讲学为旨趣,编年分类,比较精准地反映阳明夫子文录选择标

准。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三卷本《阳明先生文录》,叶梧、陈文学重校本,文集内容应该源出该广德本。人大藏《阳明先生

文录》分为三大卷,全部所收书信序跋文记全部均标注年月,而且按时间顺序排列,且所收论文截止为嘉靖五年,均符合钱绪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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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阳明先生文录》后附阳明亲传弟子王世隆《祭阳明先师文》。王世隆,本为湖南辰州卫人。正德二年丁卯(1507 年)举人,

时年 17岁。嘉靖五年丙戌(1526年)进士,时年 36岁,可谓大器中成。阳明夫子殁,作文追悼。由刑部主事升任贵州副使。在贵州,

有风裁,重刻《阳明先生文录》三卷本,在贵州传播阳明心学功劳甚大。但这个版本由于在西部山区贵州刻印,主要流通于贵州地

区,故而流传不广,也不为钱绪山等赣浙阳明弟子所知,终成孤本,世人对之所知甚少。三卷本《阳明先生文录》编校整理,发现《阳

明先生文录》不少书信奏疏的散佚。散佚书信,如: 

一 

答徐成之辛未 

[……延禧先生,吾乡之善人长者,先达中极为难得。同处客乡,亦为成之之一乐也。行次草率不奉,状相见望道倩。] 

与王晋叔(3) 

昨见晋叔,巳槩其外,乃今又得其心也。吾非晋叔之徒,与而谁与,晋叔夫何疑乎?当今之时,茍志于斯道者,虽在庸下,亦空谷

之足音,吾犹欣然而喜也。况晋叔豪杰之士,无文王犹兴者乎?吾非晋叔之徒,与而谁与?晋叔又何疑乎?属有客,不及详悉。得暇,

过此闲话,守仁顷首。 

二 

所惠文字,见晋叔笔力甚简健,异时充养渊粹,到古人不难也。中间稍有过当处,却因守仁前在寺中说得太踈略,所致今写一通

去,从旁略下脚注。盖毫厘之差耳,晋叔更详之得便,别寄一纸为隹。诸友诗,亦有欠稳者。意向却不碌碌,凡作诗三百篇后,湏从

汉、晋求之,庶几近古。唐诗李、杜之外,如王维高适诸作,有可取者,要在不凢俗耳。闲及之,守仁顷首。 

三 

刘易仲来,备道诸友相念之厚,甚媿!甚媿!薄德亦何所取,皆诸友爱望之过也。古人有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诸友则诚

美璞矣,然非他山之石,则无以砥砺磨礲,而发其莹然之光。诸友之取于区区者,当以是也。甚媿!甚媿!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诸友用功何如?路远无由面扣,易仲去,略致鄙怀,所欲告于诸友者,易仲当亦能道其大约,不尽!不尽!惟心亮之而已。

九月望,守仁顷首。 

与陆元静庚辰
(4)
 

[……区区省亲本,囗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当长遯山泽。不久,朝廷且大赉,则元静推封,亦有日。果能访我于阳明之麓,当

然为能元静决此大疑也。不一一。]
(5)
 

从吾道人记乙酉 

[……阳明山人王某书于第十一洞天之碧霞池上。](6) 

这些散佚书信不仅有利于明了王阳明的交游,而且有助于确考王阳明年谱,学术价值很大。 

(三)嘉靖九年本《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诗录》版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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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九年庚寅(1530 年),岑庄、岑初、徐学等校刻的九册本《阳明先生文录》。(7)所收阳明夫子文章比隆庆通行本多六篇诗

文。同年夏五月,还出版九册本的《阳明先生诗录(集)》,钱德洪与薛侃分别作序。(8)具体的散佚诗文,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见钱

明研究员《王阳明全集新编本》。 

(四)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十二年序本《阳明先生存稿》版本价值 

国图书名题录为《阳明先生文录》,全书前有自署“阳明门生赤城黄绾”唯一序言,未见有邹守益序言,总共 10 册 28 卷,其

中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四卷,10行 20字,白口,左右双边,文集首有其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年)秋九月望日序。(9)这套书

所采用底本应为黄绾刻《阳明先生存稿》,是经过钱德洪等重新编辑的重刻本,或刊印于嘉靖十五年左右,在《别录》卷十末里面

有载钱德洪嘉靖十五年丙申在苏州府任教授时的跋文,是后来阳明文录、王文成公全书的祖本,是由黄绾与欧阳德、钱德洪、黄

弘刚及其一二子侄共同编辑完成的。 

《阳明先生行状》(10)(图 1、图 2为不同版本) 

……【黄久庵先生曰:先生义师既集,犹谓】急衝其锋,攻其有备,[皆非计之得也];始示【贼】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

後尾而图之。[先复省城]以(11)捣其巢[穴],彼[闻]必回兵来援。我则[出兵]邀而击之,此全胜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发兵

出,次(12)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万餘,[属其腹心宗室及仪宾内官并伪部都

督都指挥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庆]。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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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孙昭重刻闾东本《阳明先生文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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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十二年序本《阳明先生文录》书影 

《叙迟留宸濠反间事》(13) 

……去年,德洪主试广东,道经江西,访问龙光。始获间书、间牌诸稿,并访问于诸同门者归,以附录云。时嘉靖乙未八月书于

姑苏之郡学。 

如果不通读全书,仅仅阅读目录和序言,很容易将此书定为嘉靖十二年刻本。在版本考订上,仅仅依据序言,是不足以对一个

版本的刻者和刊印时间作定论的,需要结合全书的具体内容作分析。对比两部书的刊刻刻法、字体和内容,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文录与国家图书馆藏文录版本所采用的底本均为 10行 20字,所刻内容一致,只是所刻刀工笔法不一样,中科院藏孙昭本所依据的

底本可能更早一点,更像嘉靖初期的刻法,略显粗燥,而国图藏嘉靖十二年序本刻工更加精良,应该所刻时间晚一点。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秋 8月,时甘肃天水任监察御史职的闾东(四川内江县人。曾官任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重刻《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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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先生文录》20册 28卷本,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嘉靖十二年序本,在别录中里面有嘉靖十五年钱德洪跋。(14)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

年),孙昭(字明德,号斗城,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曾官任大名府知府。)于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任上重刻闾东本。(15)目前上海图书

馆藏清抄珍本 28 卷本《阳明先生文集》,共 1353 拍,就是以明嘉靖三十四年孙昭本为底本。内容完全一样,书中未见抄者序跋,

未知何人所抄?万历二十一年癸巳春正月,徐秉正(江西人)序贵州贵阳陈效重刻闾东本,12册,17卷(正录 5卷、外集 9卷、奏疏 3

卷、附录),其中别录仅 3卷奏疏,公移全无,附录则为《传习录三卷附录二卷》,也未见《传习则言》。其奏疏三卷本内容,与范庆

苏州重刻文录本内容一致。 

国图藏嘉靖十二年序本这个本子收录 14卷别录,是目前我们看到别录收录最多的一种嘉靖年间阳明文录版本,其底本应是阳

明夫子家传藏本,黄绾比较早的获得了此刻本并刊印。复旦大学阳明学专家吴震教授在日本看到的二册五卷本文录残本,所收阳

明夫子文章比隆庆本多十三篇书信,应为此本。 

后来,由于石龙与东廓等人在编撰阳明全书的方针上发生分歧,作为晚辈的绪山从石龙手里获得了这个本子,在其任苏州府

教授闲暇之余与苏州籍阳明门人黄五岳重新分类,绪山折衷石龙和东廓的意见,以正录和外集相区别,学术性强的一些文章放入

正录,包括书信、序记;学术性较弱、阳明早年文章放入外集,比如诗歌、部分序记,二者都采用编年的顺序。而奏疏和公移全部

放入别录,总分正录、外集和别录三部分。阳明文录编好后,恰好阳明亲传弟子闻人邦正督学江苏,促成此精编文录稿的刊印。这

就是著名的钱德洪所说的闻人邦正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年)刻印的苏州版《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总计 24卷。
(16) 

(五)上海图书馆藏嘉靖十四年贵州刻《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版本价值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年)6月,时任贵州监察御史宁波府奉化人王杏刊印了阳明亲传弟子陈文学、叶梧编校三卷本《新刊阳

明先生文录续编》,所谓“续编”就是接续广德版《阳明先生文录》,专刻广德版阳明文录所未载者。(17)据永福青地等学者整理

与研究,《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比隆庆本多二十篇诗文。 

(六)国家图书馆藏闻人诠嘉靖十五年苏州刻《阳明先生文录》版本价值 

苏州本由于为钱德洪重新编辑,不仅打乱黄绾本所收数十封书信的次序,且直接删掉了 13 封书信,增加了十多篇书信和序跋

等文,且别录《公移》部分进行大规模削减,原来的 7卷本《公移》大幅度削减至 3卷。 

《阳明先生存稿序》(18) 

……[其]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餘或散亡,及传写讹错。抚卷泫然,岂胜期文之慨!及与欧阳崇一、

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姪,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吳中,与黄勉之重为釐类,曰文录、曰别录,谋诸提

学侍御闻人邦正,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嘉靖癸巳秋九月望日,

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生赤城黄绾识。 

《阳明先生存稿序》
(19)
 

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绾撰 

……其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餘或散亡,及传写讹错。抚卷泫然,岂胜斯文之慨!及与欧阳崇一、

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姪,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吳中,与黄勉之重为釐类,曰文录、曰别录,【谋诸提

学侍御闻人邦正】,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嘉靖乙未春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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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早先编辑阳明文集时,严格遵循师说,精选有代表性文集,未有全面整理王阳明全集的想法和行动,其想法总在变,且

每次编辑的变动性都很大,导致后世学者在研究阳明文录版本源流时,容易产生错误的分析。苏州本在钱德洪等人的努力下,于嘉

靖三十七年在杭州得到修缮重版。嘉靖三十六年(1556 年)丁巳九月,新安后学、浙江总督胡宗宪在恩师欧阳南野的督促关心下,

命令阳明夫子亲传弟子杭州同知唐尧臣刊印由钱德洪、王畿等重新校正的《阳明先生文录》本于杭州天真书院。阳明学术思想

精编本《阳明先生文录》刻印完工,藏于天真书院,而阳明家乡浙江也就有自己出版的阳明先生文录精华本。该本为钱德洪等人

精校本,错误最少,故而,上海图书馆书名题录为修订本。 

有几个匿名的明刻本,未标明具体的刻印者和出版时间,均属于钱德洪系统,最著名的是河东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的 20

册 24卷本《阳明先生文录》,底本也是钱德洪苏州版系统,文集有茅鹿门序跋。国家图书馆所藏山西河东重刻本 14卷本残本(缺

别录 10 卷,存 10 册)的底本源于钱德洪苏州本。山西河东重刻本由宋仪望所刻,前有自序、黄绾序、邹守益序。国图藏四函 24

册 24卷本附录,《传习录》、《传习则言》,不知何人所刻?其文录底本也是钱德洪苏州本。且文录第 21—22册收录与闾东刻一样

的《传习录》、《传习则言》,是一个复合的明刻本体系,收录珍贵的王龙溪、萧彦嘉靖 29年重刻《传习录》,文献价值很大。 

(七)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藏范庆刻《阳明先生文录》版本价值 

苏州本之后,时任苏州知府的江西丰城县人范庆与吴县儒学教谕许贄、长洲儒学训导华镒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九月

校正刻印《阳明先生文录十七卷、语录三卷》(浙图现存六册 17 卷,残本)(20)。国图藏 16 册 20 卷本,为全本,10 行 20 字,白口,

左右双边。(21)而四川大学出版社《阳明文献汇刊》影印收录的范庆重刻本却没有收录最为珍贵的三卷《传习录》语录,令人遗憾,

不知其底本自何出?该书前有刻者用毛笔补写地详细目录,可补范庆本缺刻目录的不足。浙图、国图藏范庆本的贡献在于增加苏

州版没有的内容即今《传习录》上卷内容,使后世学者可以看到薛侃本、南大吉本《传习录》早期刊印内容,文献价值意义巨大。 

范庆重刻苏州版,其自述是以钱德洪所刻苏州版为底本。但经过笔者的细心比对,在正录和外集方面,除了卷一是苏州本系统,

其他均为黄绾序本系统。这太令人意外了! 

阳明先生遗集传于世者,有《存稿》、《居夷集》、《文录》、《传习录》,门人绪山钱子乃并之曰《文录》,复取先生之奏疏、公

移厘为别录,合刻于吴郡,惟《传习录》别存焉。未几,厄于回禄,版遂残缺。嘉靖甲辰,庆来守兹郡,亟求焉,仅得文录版什之二三。

然鲁鱼亥豕,犹未免也,别录盖荡无存矣。爰重加校葺,而补其奏疏二十三篇,汇为《文录》,以《传习》附于卷后,别为《语录》,

凡为卷共二十,庶可以见先生全书云!……庆不敏先生也晚,不获从先生之门,犹幸诵其遗训,愧未之能学也。梓成,敢僭识于简末。

嘉靖丁未秋九月后学,丰城范庆谨识。吴县儒学教谕许贽、长洲县儒学训导华镒、张良才重校。(22) 

根据范庆的观察,他注意到当时已经刊刻多种阳明存世文献,比如,黄绾序本《存稿》,《居夷集》,广德版《文录》,南大吉

嘉靖三年刻《传习录》,均为嘉靖初年刻本。由于丰城后学范庆并没有在阳明门下亲身求学过,更没有与阳明亲传弟子钱德洪、

黄绾、欧阳德等人深入交流过,在嘉靖二十六年,他并不知道黄绾序本《存稿》与钱德洪新版《文录》具体的较大差异,想当然的

以为,黄绾序本《存稿》与钱德洪苏州新版《文录》是存在很大的一致性。由于“文录版什之二三”,“别录盖荡无存矣”,笔者

以为,“文录版什之二三”应该包括卷一在内,故而卷一,他依然采用苏州版体系;而其他部分,采用黄绾序本《存稿》。阳明文录

的正录和外集部分,在范庆的重新编辑下,形成一个比较怪异的“嫁接本”,就是卷一是钱德洪修缮黄绾序本,卷二以后文录外集

采取黄绾序本,别录所选的 23 篇奏疏,没有收录一篇公移。范庆特别注意到南大吉刻《传习录》收录阳明语录的重要性,故而增

改为《阳明先生语录》三卷。范庆“以《传习》附于卷后,别为《语录》”,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范庆本是放于最后一册即第

16 册的,与范庆所说情况相同,这个刻本是最早刻本。而浙江省图书馆总馆地下室藏刻范庆本(善本号为 5928,10 行 20 字,白口,

左右双边,存 6 册 17 卷,卷四至卷十七,语录三卷)应为后来重刻本,其语录三卷,放置在卷首,前三卷,应为后人重新编排,但所刻

刀法和刻工与国图本一模一样,应为后世学者翻刻。 

二、论《阳明先生文录》的几个版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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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笔者近三年全国各地调研,我们认为在阳明夫子捐馆后,阳明文录主要存在两个版本系统,一个是嘉靖十二年黄绾序本

系统,一个是嘉靖十五年钱德洪苏州版本系统,钱德洪均全程参与编辑。这两个版本系统,在阳明文集编排方面,不仅是正录、外

集,还是别录,都存在很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也只有在我们对上述两部文集进行全面与准确性性编校整理后,才可以洞见其细

微与具体的变动! 

嘉靖十二年黄绾序本在欧阳南野、闾东、董聪、孙昭、陈效、徐秉正等人的精心刊刻下,虽一直未居于主导地位,却一直在

传播,且一直被忽视,多不为后人所知晓。其版本最大价值是保存大量的王阳明稀见书信和数百篇公移。 

欧阳南野门人闾东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八月于关中天水刻印《阳明先生文录》,2函,20册 28卷本,其中文录五卷、

外集九卷、别录十四卷(23),现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浙江省图书馆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闾本源出南野所藏本,因南野参与黄

绾本编辑。赣州人董聪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刻印欧阳南野、胡直、俞献可等校正的 22 册 28 卷本《阳明先生正录五卷、外

录九卷、别录十四卷》(24)。闾本与赣本的底本均源自嘉靖十二年黄绾序本。阳明文录刊印频繁,如胡宗宪所说,“闽、粤、河东、

关中皆有刻本”(25)。闾东本刻印 20册 28卷本阳明先生文录比隆庆本多 163篇诗文。其后世重刻本,还附入黄直的《遗言录》(二

卷)、朱得之的《稽山承语》(二卷),文献意义巨大。 

钱绪山先生等增订辑佚的隆庆六年版 38卷本《王文成公全书》(26),成为后来数百年间的通行本,其底本为钱德洪苏州本的修

订本,即杭州天真书院本,但将阳明先生奏疏和公移的别录提前,置于外集之前,显然是要突出阳明夫子的显赫军功。隆庆版体例

与以前的所有文录版本都不一样了,别录的地位更重要。隆庆本首次增收《传习录》,相比嘉靖三十七年刻本,中卷书信又有微调,

五卷并为一卷,把卷五的《示弟立志说》(正德十年乙亥)移入全书正录卷七。所收书信分别为《答顾东桥书》、《启问道通书》
(27)

、

《答陆原静书》(二篇)、《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二篇),总计“八书”。《王文成公全书》增加钱德洪

新修缮的《阳明先生年谱》,是嘉靖 44 年刊印《阳明先生年谱》的扩展版,无论是篇幅还是字数,规模都大大增加。增入阳明嫡

子王正聪整理的《阳明先生家乘》,钱德洪收录时改名为《世德记》。而《王文成公全书》一出,王阳明文录或文集的各类单刻本

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变得更加稀珍。由于越来越少的人读这些版本了,直接导致其中的一些刻本失传。 

汇编汇校整理阳明夫子存世文录全稿,全面系统与仔细的参校上述版本,尤其是明嘉年间的刻本,万历年间重刻本,很有必

要。在重新汇校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不同版本具体文字的差异,还可以发现各自版本的源流关系。 

注释： 

1王守仁:《居夷集》三卷,《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嘉靖三年(1524年)丘养浩刻本影印,韩柱、徐珊校订,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 2015年版。丘养浩序、韩柱跋、徐珊跋,分别参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 2191~2192页。上海图书馆也

藏有明刻本。 

2遗憾的是,2006年重版上古社《王阳明全集》、浙古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中华书局《王文成公全书》均未注意到这个

问题。 

3苏州诸本均缺“与王晋叔”及以下三段。 

4隆庆本“元”作“原”。 

5苏州诸本无此数句。 

6苏州本无此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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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阳明先生文录》九册,(明)嘉靖九年(1530年)岑庄、岑初、徐学等校刻本,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藏。多出文参阅《王阳明

全集新编本》。 

8《阳明先生诗录(集)》九册,(明)嘉靖九年(1530 年)钱德洪、薛侃序刻本,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藏。薛侃序、钱德洪序,分

别参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第 2192~2193页。 

9《阳明先生文录》,(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黄绾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全本,善本书号 13534,中华古籍资源库全文扫描本

上传。 

10《王阳明全集》,吴光主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卷 38《世德纪》,第 1418 页。本文选取,以隆庆本为底本,粗中

括号里面文字,为孙昭本多出,而西中括号文字为隆庆本多出。 

11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孙昭重刻天水闾东本《阳明先生文录》,别录卷十,“以”作“先”。 

12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孙昭重刻天水闾东本《阳明先生文录》,别录卷十,“次”作“攻”。 

13《阳明先生文录》,嘉靖十二年(1533 年)黄绾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全本,《阳明先生别录卷十》,《公移三·平宁藩叛乱

上》(共八十八条)。隆庆全书本此文题目与内容均有不少的改动,题目改为《征宸濠反间遗事》,放在全书《世德纪》附录中,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卷 39,第 1468~1474页。本文选取,以隆庆本为底本,粗中括号里面文字,为孙昭本多出,而细中括号文字

为隆庆本多出。 

14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闾东所说的附录,就是《传习录》《传习则言》。浙江图书馆题录的闾东本《阳明先生文录》,也未见有

《传习录》《传习则言》。广东省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部闾东刻本,且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15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两部《阳明先生文录》其底本均为黄绾序刻本系统。其中一部为两函 12册,为万历 21年陈效重

刻本,前有闾东序、徐秉正序。其中收录嘉靖三十三年钱德洪水西精舍本《传习录三卷传习续录 2 卷》。另一本为三函 14 册 28

卷本,前有闾东、黄绾、邹守益,文集中别录有黄绾、钱德洪跋,后有孙昭嘉靖三十四年跋。 

16《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存二十二卷缺两卷,《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闻人邦正嘉靖十五年

丙申(1536年)刻本影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年版。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的闻人诠苏州版为全本,24卷,14册,10行 20字,白

口,左右双边,善本号 09116,。国图本比甲库本多出两卷公移,可以弥补甲库善本的缺本之遗憾。 

17《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三卷),嘉靖十四年(1535)王杏序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王杏作跋。参见[日]永富青地《关于

上海图书馆藏〈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版本目录学研究》2009年卷,第 228~254页。 

18《阳明先生文录》,(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黄绾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全本,《阳明先生存稿序》。中括号里面字,为国家

图书馆藏全本缺,为北平国立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闻人邦正苏州版《阳明先生文录》序所增。 

19《黄绾集》,张宏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阳明先生存稿序》,第 226~227 页。中括号里面字,为《黄绾集》

所缺,为北平国立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闻人邦正苏州版《阳明先生文录》序言,卷 13,第 1924页。其中,序言题目为《阳明先

生文录序》,最后一段字数比《黄绾集》略有所增加,信息量更大,且有具体的年月。《黄绾集》的“垂之来世”,苏州本作“垂之

万世”,明显无原苏州版尊敬阳明意味,可见黄绾集编辑者对序文的修改,或为其自己晚对阳明态度的变化有所改变。且苏州版署

名“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绾撰”,有明显变化,不再称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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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生”,改为“门人”,且无“赤城”二字。 

20《阳明先生文录十七卷、三卷》,六册存 17卷,残本,范庆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刻印,浙江图书馆总馆善本库藏。范庆

跋,参阅,《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阳明先生文录跋》,第 2154页。据范庆的叙述,由于版本残缺,所以,他刻印的这个本

子仅是原本的十分之二三,增补奏疏 23篇,附语录《传习录》,总二十卷。 

21国图藏范庆重刻本《阳明先生文录》善本书号 02690,中华古籍资源库有扫描本全文。 

22浙江省图书馆总馆地下室藏《阳明先生文录》(十七卷、语录三卷),明嘉靖二十六年范庆吴郡刻本。 

23《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四卷》20 册 28 卷本,(明)闾东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刻印,浙江图书馆总馆善本库

藏。闾东将阳明先生文录,附《传习录》、《传习则言》合并出版,见其序言,《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重刻阳明先生文集

序》,第 2107~2108页。遗憾的是,浙图和北师大图书馆均缺少《传习录》、《传习则言》,均为残本。 

24《阳明先生正录五卷外录九卷别录十四卷》,22册 28卷本,(明)董聪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刻印,浙江图书馆总馆善本

库藏。江西版阳明先生文录由曾任赣州知府的王春复(晋江人,嘉靖十五年进士)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正月作引、致仕右都御

史谈恺(无锡人,嘉靖五年进士)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六月庚子作序,分正录、外录、别录三大部分,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

第六册,《阳明先生全录引》,第 2150~2151页;《阳明先生全录序》,第 2152~2153页。 

25《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六册,(明)胡宗宪:《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第 2108~2110页。 

26隆庆二年郭朝宾刻本、隆庆六年谢廷杰刻本《传习录》,采用传统说法。据黎业明说,著名学者朱鸿林先生指出,隆庆二年

郭朝宾刻本实际刊行于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六年谢廷杰刻本实际刊行于万历元年(1573年),见黎业明《明入思想与文献论集》,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第 207页。 

27《启问道通书》或为《答周道通书》笔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