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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义考》征引陆元辅等六家文献丛考 

曹景年
1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朱彝尊《经义考》为辑录体目录学著作，征引文献繁富，学界在其引文考源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今

选取《经义考》所引陆元辅、俞汝言、曹溶、严绳孙、郑元庆、屈大均六位朱彝尊好友的言论，详考其引文出处，

尤其是首次考证出被剜去姓名的一条引文作者为屈大均。朱彝尊的交游活动在其编纂《经义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他非常注重著录、搜集其同时代人尤其是好友的著述、言论，从而使《经义考》一书充分反映了当时经学发

展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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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义考》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经学目录学著作，由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编纂成书。全书共 300 卷(阙三卷),著录条目 8000

余条，征引文献达一万余条。全书所征引的文献从上古至清代，跨越二千余年，遍及经史子集，其用功之勤、搜罗之富，颇为

后人称叹，也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经义考》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目录学

角度进行研究，以杨果霖的《朱彝尊〈经义考〉研究》1、张宗友的《〈经义考〉研究》2 两部大著为代表；二是文本的补正、校

勘、整理，以林庆彰、蒋秋华等主编的《〈经义考〉新校》集其大成 3,杨果霖先生的《〈经义考〉著录“春秋类”典籍校订与补

正》4一书则专门就其中的“春秋类”进行了精详的考订，其余单篇论文也有很多。 

《经义考》引文繁富，但大多仅标作者名而不著书名，使人不易确知这些引文的具体出处，前人在其引文考源方面也做了

很多工作，除了杨果霖专门对“春秋类”引文进行考索之外，司马朝军的《〈经义考通说〉疏证》则就四卷《通说》的引文进行

了考证。其他相关论文还有乔衍琯的《〈经义考〉所引〈千顷堂书目〉汇证》、杨晋龙的《〈四库全书〉处理〈经义考〉引录钱谦

益诸说相关问题考述》
5
、张宗友的《〈经义考〉孟子条校考——兼论〈经义考〉之整理》

6
,等等。不过，由于《经义考》引文数

量庞大，学者关注到的仅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本文以《经义考》征引的朱彝尊友人的言论为主线，选取引文较多、考证有一定

难度、有迹可循而尚未被人关注的陆元辅、俞汝言、曹溶、严绳孙、郑元庆、屈大均六家文献进行综合考证，以见朱彝尊好友

在其编纂《经义考》中的重要作用，也为进一步探研《经义考》引文贡献绵薄之力。 

一、陆元辅 

陆元辅(1617-1691),字翼王，一字默庵，号菊隐，嘉定(今属上海)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学识博洽，诗文出众，有《十

三经辨疑》《十三经注疏类钞》《思诚录》《争光录》《菊隐纪闻》《菊隐诗钞》等著述，然多散佚不存，其生平详张云章撰《陆先

生元辅墓志铭》7。朱彝尊与陆元辅为至交好友，二人同属江南名士，颇多诗文唱和，曾同应康熙十七年博学鸿儒科，后因“召

试诡不入格”(见墓志铭),未被录用。陆元辅长于经学，朱彝尊编纂《经义考》,对其著作多有参考。《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一经

类著录陆元辅《十三经注疏类钞》,[1]4505全书引用陆元辅之语达 250 条之多，在《经义考》征引诸家论说中仅次于黄虞稷、陈振

                                                        
1作者简介：曹景年(1983-),男,山东嘉祥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在读博士生,曲阜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

经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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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位列第三。[2]145《经义考》所征引的陆元辅语，不但包括人物生平履历的介绍，还有著录条目内容的评说、考证等，颇有学

术价值，尤其是有些条目书籍已经亡佚，则其评说更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那么，朱彝尊所引陆元辅语都出自何处呢? 

《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著录类“王圻《续文献通考》”条下有朱彝尊按语云：“按王氏《续通考》本以续鄱阳马氏之书，

乃中间有卷帙者仅十之一二而已，兼之世次之后先紊乱，名字之称谓错杂，典籍之篇目重复，其牵率为已甚矣。亡友嘉定陆元

辅翼王毅然欲别撰《续经籍考》一书，以洗王氏之陋。穷年抄撮，积至数十册，未经删定而殁，然元明遗籍，索隐抉微不少。”[1]5328

又据张云章撰《陆元辅墓志铭》,陆氏临终前对张云章说：“余于书，有所未卒业者若干种，与志所欲为稍稍裒聚而未编次者。

今老矣，子能为我续成之乎?”《墓志铭》又称：“尝欲辑本邑文献，未有成书，又《经籍考》虽经编次，而欲重加论列，以续

马端临之后，此先生未竟之志也。”由此可知，陆元辅曾纂辑《续经籍考》一书，这是他为接续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而作，是一部广收元代以下典籍的目录学著作，朱彝尊作为陆元辅的至交好友，在编纂《经义考》时自然会充分利用此书。因

此，《经义考》所引陆元辅语，应主要出自陆元辅的《续经籍考》。 

可惜的是，《续经籍考》在陆元辅临终前只形成一个初稿，即《墓志铭》所称的“虽经编次，而欲重加论列”,后世也仅有

若干抄本残卷流传。今人陈东辉、[3]段晓春[4]等已经对《续经籍考》的残卷进行了一定研究，综合他们的研究可知，《续经籍考》

目前有 4 个残本，其一藏国家图书馆，共 34 册，卢文弨校，周星诒跋，分经史子集四部，然经部甚少，仅 13 条，此本目前已

以《清抄本陆元辅经籍考》之名影印出版。其二藏北大图书馆，两册，不题撰人，共著录宋、元(附金代一种)、明三代经部书

籍 157 种，今已以《经籍考》之名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 923 册，因其中有卢文弨批语，而误题卢文弨撰。据陈东辉的

研究，以上二种抄本抄写体制相同，当属于同一部抄本。其三、其四为“宋元明人集序录”及“群书序录”,为钱塘丁氏旧藏，

主要著录集部文献，今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四种残本中，只有第二种以著录经部著作为主，且由于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学者较易见到。此本的体例是：以书名加卷

数为标题，其下辑录原书序跋，或撮叙作者生平及原书大意，末偶有“辅按”进行述评，然篇次较为凌乱，体例也不统一，显

系未经整理的草稿。将其与《经义考》所引陆元辅语相对照，二者颇有异同。首先，《经义考》所引陆元辅语约有 6条与续四库

本《经籍考》中相应条目内容一致或基本一致 8,即《经义考》卷一百〇九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条、卷五十七吴中立《易诠

古本》条、卷五十八傅文兆《羲经十一翼》条、卷六十三周瑞豹《易解》条、卷六十五赵凤翔《易学指掌》条、卷六十五严福

孙《考正古易》条所引陆元辅语，分别对应续四库本《经籍考》中的《丛桂毛诗集解》条、《易铨古本》条、《羲经十一翼》条、

《易解》条、《易学指掌》条、《考正古易》条的相关内容。然二者语句多寡、次序颇有不同，如《经义考》周瑞豹《易解》条

引陆元辅曰：“瑞豹字玄叔，吉水人，天启壬戌进士，官兵科给事中，历尚宝卿。”[1]1173《经籍考》则云：“明季吉水周瑞豹玄

叔著，天启壬戌进士，官尚宝卿，遭乱不果上，甲申逆闯之变，痛哭丧明，杜门不与户外事，甲午被诬逮入章门，死于狱，所

著《易解》外，尚有《香雾开集》。”
[5]512

后者无“官兵科给事中”一语。其次，《经义考》所引陆元辅语，有些在续四库本《经

籍考》相关条目中无对应的内容，如《经义考》卷五十王云凤《订正复古易》条所引陆元辅语为王氏履历小传，[1]903而《经籍考》

中《复古易》条仅录王氏后序全文，无王氏小传。[5]509《经义考》卷五十九钱一本《像象管见》条所引陆元辅语为钱一本履历小

传，[1]1090《经籍考》中《像象管见》条无其语。[5]520 二者之所以有如此不同，可能是因为续四库本《经籍考》并非朱彝尊所见的

本子，而是陆元辅写作过程中的某个草稿本，许多内容后来又有增删和完善。 

陆元辅《续经籍考》作为一部目录学著作，对《经义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续经籍考》系模仿和接续马端临《文

献通考·经籍考》而作，属于辑录体目录学著作，于每部书之下多抄录该书的序跋，《经义考》也大量辑录原书序跋，这种著作

体例可能受《续经籍考》的影响。第二，《续经籍考》为《经义考》的编纂提供了大量资料，《经义考》除了直接称名引用陆元

辅之语外，有很多条目以及解题的序跋也都抄录自《续经籍考》。例如，《经义考》卷六十三周瑞豹《易解》条，著录云“未见”,

解题仅引陆元辅语，这一条目可能就是直接抄录自《续经籍考》。又如卷五十王云凤《订正复古易》,亦云“未见”,解题引此书

后序及陆元辅语，朱彝尊既然未见其书，则后序显然是从别处抄来，而续四库本《经籍考》此条恰有此书后序，故此条也基本

可以断定系直接抄自《续经籍考》。总体来说，陆元辅《续经籍考》不但为朱彝尊编纂《经义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而且

还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是《经义考》得以成书的最重要文献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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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俞汝言 

俞汝言(1614-1679),字右吉，别号渐川居士，原籍海盐，后迁秀水，明末诸生，明亡后不仕，云游各地，搜罗载籍甚富，

多著述，后贫病以死，生平见其自撰《渐川居士生圹志铭》[6]562 及魏禧所撰墓表[7]986。关于其著述，朱彝尊《经义考》著录《京

房易图》1 卷、《春秋四传纠正》1 卷、《春秋平议》12 卷、《春王正月辨》1 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春秋四传纠正》1 卷、

《春秋平议》12卷，今皆存四库抄本，另有文集《俞渐川集》存世。 

俞汝言与朱彝尊为秀水同乡，二人交情颇深，俞氏文集中有多篇与朱彝尊唱和之作，如《采荨同锡鬯青士敬可》《鹤洲采梅

同澹心秋岳锡鬯四首》[6]583 及《锡鬯贻余司马子羽画扇作蝶甚大因言罗浮有如车轮者裂其半可以作扇即题》[6]614 等。朱彝尊《曝

书亭集》卷二十九有《迈陂塘·曹侍郎席上食槜李同右吉融谷赋》,
[8]1317册：719

卷三十有《虞美人·云中送俞右吉之邺下》,
[8]1317册：

739其《明诗综》亦多引俞汝言语。 

《经义考》引用俞汝言之语达 40条，其内容多为明代进士、举人出身的简历。考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十七载俞汝言生平

云：“右吉早著名于复社，即以诗古文辞擅场。既弃诸生，授经弟子，博稽三百年典故，撰有《明大臣年表》,官阀赠谥，靡不

简而有要。”
[9]3801

《明大臣年表》相当于明代大臣的生平履历表，与《经义考》所引有相合处。又其自撰《渐川居士生圹志铭》

称所著书有：《儒论》3篇、《先儒语要》6卷、《春秋平义》12卷、《四传纠正》1卷，以及《京氏易图》《晋军将佐表》《礼服沿

革》《汉官差次考》《宋元举要历》《崇祯大臣卿贰年表》《寇变略》《兖州三述补》《品级广考》《西平县志》《嵩山志》《明世家考》

《双湖杂录》《本草节要》。[6]562 这些著述中与《经义考》所引有关者为《崇祯大臣卿贰年表》。又《经义考》卷二百〇八俞汝言

“春秋平议”条引缪泳曰：“俞汝言字右吉，秀水人，甲申后弃诸生，研精经史之学，尤熟于明代典故，拟成一书，仅先就宰

相列卿年表而已。”[1]3785 

综合上述几则材料可知，俞汝言对明代人物的生平典故非常熟悉，并想要编写一部关于明代士人履历的书，但最终并未完

成，所谓《明大臣年表》《崇祯大臣卿贰年表》可能是其部分成稿。《经义考》所引内容具体出处已难详知，很可能是俞汝言为

编书而搜集的资料或撰写的初稿，朱彝尊与其为同乡兼好友，故能够见到这些手稿和资料。 

三、曹溶 

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号秋岳，又号倦圃，秀水人，清初著名藏书家、词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入清后仕为学政、

太常少卿、户部侍郎、广东布政使等职，康熙三年(1664)归里，不复出。朱彝尊与曹溶是同乡，又为世家之交，关于二人的交

谊，前人已经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佟博将曹溶对朱彝尊的影响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为朱彝尊提供政治庇护；二是为朱彝尊搭

建人际交往平台；三是为朱彝尊提供经济资助；四是在文学、学术上给朱彝尊以巨大的帮助和影响。[10]尤其是在学术方面，曹

溶以其丰富的藏书和人脉为朱彝尊从事学术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经义考》全书引用曹溶之语约 31 条，内容比较丰富，既有

人物生平介绍，也有所著录文献的内容评析、存佚情况等信息，如卷三十五周方《学易说》条引曹溶曰：“周方，建昌南城人，

宝祐四年文信公榜登第，其书昆山叶氏菉竹堂目有之。”[1]625又卷五十二吕柟《周易说翼》条引曹溶曰：“吕氏说翼三卷，歙人

王献芝序，衢州守丰城李遂作后序。”[1]929从语气看，这些内容似采自书目解题类著作。 

曹溶为清初著名的藏书家，但却未见有比较完整的藏书目录传世，今存的曹溶《静惕堂书目》仅有宋人文集一卷、元人文

集一卷，且仅为书名罗列，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第 71册收录有影印本。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宋元人集目”条云：

“秀水曹侍郎秋岳溶好收宋元人文集，尝见其《静惕堂书目》所载，宋集自柳开《河东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

才《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谓富矣。”[11]寻其语义，《静惕堂书目》虽载有宋集元集若干，但似不限于集部文献，还

应有其他内容。又考张栻《南轩易说》清末刻本卷末沈家本跋语云：“此书卷末跋语云：‘《静惕堂古林书目》有此，此即其

藏本也。从湖州书贾得之，识数语以志喜。’”[12]所谓“静惕堂古林书目”或系曹溶的藏书总目录，既然《南轩易说》载此目

中，可知其中当有经部文献，则《经义考》所引内容，很可能是出自此目，然此目既未见他书著录，今恐已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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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绳孙 

严绳孙(1623-1702),字荪友，江苏无锡人，善诗词书画，曾应博学鸿词科，与朱彝尊、潘耒、李因笃同以布衣身份中试，

不久退隐。朱彝尊与严绳孙为好友，常常诗酒唱和，严绳孙去世后，朱彝尊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9。 

《经义考》共引用严绳孙语 16条，全为无锡人之传记资料。朱彝尊在其《墓志铭》中称：“晚岁曾一修县志，叙族谱。”[8]

严绳孙晚年曾参与纂修《无锡县志》,即今所见之康熙二十九年(1690)所刻的《无锡县志》,而《经义考》所引严绳孙语又皆为

无锡人的传记，因此这些引文当来自康熙《无锡县志》。然以《经义考》所引与康熙《无锡县志》一一对照，又不完全一致。如

《经义考》卷六十一宿梦鲤《易纂》条引严绳孙曰：“梦鲤，字龙吉，无锡人，万历丙午举人，松阳知县，学者称仁寰先生。”[1]1127

康熙《无锡县志》卷十九儒林宿梦鲤小传云：“宿梦鲤字龙吉，万历三十四年举人，除松阳知县，有政绩，少砥文行，高攀龙

命其三子师事于家塾者十有六年。”字句多有不同。或许朱彝尊所见到的是严绳孙的《无锡县志》底稿，今传世的康熙《无锡

县志》乃删定稿，故二者字句有所不同。 

五、郑元庆 

郑元庆，生于清顺治、康熙之际，卒于雍正年间，字芷畦，湖州归安人，自幼好学，通经史，毛奇龄、朱彝尊等皆折行辈

与之交，康熙时游幕四方，以岁贡生卒。平生著述甚多，然以家贫多未刊刻，曾汇集其著述的序跋刻为《小谷口著述缘起》,生

平详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九《郑芷畦窆石志》。郑元庆小朱彝尊二三十岁，与朱为忘年交，《曝书亭集》卷二十二有《寄郑

秀才元庆》[8]1317册：643;卷三十五有《颜鲁公石柱记释序》,[8]1318册：48系朱彝尊为郑元庆的《石柱记释》所写的序。 

《经义考》引用郑元庆语共 11条，多为湖州本地学者的生平及作品介绍。朱彝尊《颜鲁公石柱记释序》说：“余友郑元庆

芷畦既辑府志成书，又别释《石柱记》一卷以行。”[8]1318 册：48 可见，朱彝尊曾得见郑元庆所辑的《湖州府志》,故其所引郑元庆

语当出自此书。郑元庆曾以一己之力编纂《湖州府志》一书，后改名为《湖录》,因卷帙浩繁，无人资助而未能刊刻，今全书已

亡，仅有若干残稿存世。民国时刘承干刻《湖录经籍考》6卷，仅为《湖录》中《经籍考》部分的集部内容，此本已收入上海书

店《丛书集成续编》第 71 册。清道光时范锴所刻《吴兴藏书录》1 卷则仅为《经籍考》中集部的一小部分，今已收入台湾新文

丰出版的《丛书集成续编》第 5册。又乾隆二十三年(1758)胡承谋所编《湖州府志》凡例称“多本之郑元庆《湖录》”,又其卷

四十四著述序亦云：“昔郑秀才元庆《湖录》有《经籍考》,详列序文……兹仍其旧，略为增损，惜促于卷帙，不能悉存其序。”

可见，胡氏编《湖州府志》系在郑氏《湖录》的基础上增删而成，且其《著述》这一部分基本上采用了《湖录》的《经籍考》。 

今以《经义考》所引郑元庆语，与胡承谋所编乾隆《湖州府志》相关内容对照，二者基本一致。如：《经义考》卷六十二张

汝谦《读易记》条引郑元庆曰：“张汝谦，字大若，例贡生，承父天德之志为之。”[1]115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四著录张汝谦

《读易记》解题云：“汝谦字大若，乌程例贡生，承父天德志为之。” 

六、屈大均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在诗文、经学方面有较大成就，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为岭南三大家，著述有

《翁山易外》《翁山文外》等，并曾编写《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乡邦文献。屈大均因曾多次参与反清活动，故其著作在雍

正、乾隆时被禁毁。顺治十三年(1656),朱彝尊入粤，结识了不少当地人士，屈大均就是其中之一，此后二人一直有较为密切的

交往，朱彝尊曾持其诗“遍传吴下”10。今存《经义考》多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的印本，时屈大均的书已被禁，故其中的

屈大均名字多被挖改，使后人难辨其详。例如，《经义考》卷六十六著录屈氏□□《□□易外》,且引“□□自序曰”,经考证，

当为屈大均《翁山易外》,据《〈经义考〉新校》,此条在文津阁、文渊阁四库本中均被删除。[1]1244 

《经义考》引文中，有两条的作者姓名被挖去。其一，卷二百三十二刘轲《翼孟》条引□□□曰：“刘御史轲上京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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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以书介绍于所知，若庾补阙、杜拾遗、元员外、牛侍御、萧正字、杨主簿兄弟，谓其开卷慕孟轲为人，所著翼孟三卷，于

圣人之旨，作者之风往往而得，惜乎所著书散佚无存也。”[1]4185其二，卷二百九十七通说三引□□□曰：“六经自秦煨烬而后，

非汉儒专门训诂，后即有濂洛大儒，亦无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在当时各自名家，至今日而存亡或异，然其源流犹可取而考证

也。”[1]5391 

后一条，经陈开林考证，系出自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陈议郎集序》一文，[13]而前一条未见学者考证出处，据《〈经义

考〉新校》,该条空格处文津阁四库本作“黄虞稷”,刘贝嘉已证实，黄氏《千顷堂书目》未载是书，但他也未考出所阙之名为

谁，只是指出这段材料本于唐白居易《代书》。[14]细读此条文字，似是后人所撰刘轲的生平传记或为其著作所写的序跋。经笔者

查考，此语实出自屈大均《广东文集》中《刘轲集》之序。屈大均于广东乡邦文献颇多致力，据林子雄《屈大均〈广东文集〉

考述》一文介绍，屈大均于康熙十七年(1678)至二十五年(1686)间编纂的《广东文集》,是一部汇集广东地区古今文章的总集，

篇幅达 300 百余卷，“自两汉至明，人各为集，大家数十，名家百余，凡为二百余集。”各集多附有屈大均所作序跋。但由于

这部书篇幅太大，难以刊刻，屈大均又精选其内容编为 40卷的《广东文选》,并改按文体分类，序跋遂不复录。《广东文选》一

书今传于世，而《广东文集》则仅有残本流传。[15]29-32《广东文集》中所附序跋，部分收入屈大均的其他著作中，如《陈议郎集

序》收入《翁山文外》,也有很多序跋未见收录，或虽收录而与《广东文集》所载不同。 

《广东文集》今仅残存 16卷，藏南京图书馆，后影印收入《广州大典》第 489册。幸运的是，其中恰有屈大均重编的《刘

御史集》,并附有《刘御史集新序》。[15]3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有《刘御史集》一文，亦为《刘御史集》之序。限于条件，

暂无法核查《刘御史集新序》原文，今将《广东新语》所收之序相关内容抄录如下： 

上京时，白乐天以书荐之于庾补阙、杜拾遗、元员外、牛侍御、萧正字、杨主簿兄弟，称君为人慕孟轲，为文慕扬雄，司

马迁。所著若《翼孟》,若《豢龙子》,若杂文，于圣人之旨，作者之风，皆往往而得……君所著书……皆亡。
[16]
 

将其与《经义考》刘轲《翼孟》条所引阙名之语对比，文句近似而又颇有不同，因此，笔者怀疑《经义考》所引很可能是

《广东文集》中所收的《刘御史集新序》,此《新序》与《广东新语》所收之序为一新一旧，内容不同，然未经目验，终不敢断

定。 

《经义考》皇皇 300 卷巨著，是一个经学文献的资料宝库，但它并非只是将古代的几部目录书拿来简单抄录在一起，而是

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经义考》虽然博征古代文献，广泛参考和利用历代艺文、经籍志，但也非常注重吸纳和著录朱彝尊同时代

人尤其是好友的著述、言论，陆元辅的《续经籍考》、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都是当时最新的目录学编纂成果，《经义考》都

进行了充分吸收和利用，其所著录的明末清初学者的文献，在全书中占有很大比重。可以说，它既有对历代经学的汇归和总结，

更有对当代经学文献和经学新发展的反映。《经义考》全书称名引用次数最多的不是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等古代目录学家，

而是与之同时代的黄虞稷，仅就这一点便可见其书的时代价值，也充分体现了朱彝尊好学深思的学术品格和广博的学术视野。《经

义考》所著录和搜集的清初许多学者的著作或言论在今天已经失传，通过《经义考》的记载才能略知一二，这也是《经义考》

在保存文献方面的重要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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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时漏掉《羲经十一翼》条,致使无法实现对应,今正。又,周瑞豹条为笔者所补。 

9见《曝书亭集》卷七十六《严君墓志铭》。 

10屈大均:《屡得友朋书感赋》,《翁山外诗》卷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