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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义考》卷五七著录补证 

陈开林
1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 要】：《经义考》著录易类典籍 70卷，囿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存有谬误和不足，有待补正。以《经义考》

卷五七著录易类典籍为研究对象，针对书名、卷数、撰者姓字、小传、著述、失载之书等方面的问题加以考订，或

正其误、或补其阙、或存其异，以期使其内容趋于完备。 

【关键词】：《经义考》 《周易》 易类典籍 经学 

【中图分类号】:Z126．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3079(2021)02－0022－09 

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编纂《经义考》,共计 300卷，统考历朝经义之目，备载历代经籍存佚情形并加考索，为清代辑录体目

录典范。作为经学目录的集大成之作，《经义考》极富文献价值，对于经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是经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但囿于见闻、传抄、版刻等因素的限制，《经义考》也存在诸多不足。自该书问世至今，历代学人对之多有考订，如翁方纲《〈经

义考〉补正》等。 

《经义考》著录易类典籍 70卷(卷二至卷七十一),相比其他经书，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但阙漏亦多。笔者近来从事《经

义考》著录《易》籍的考辨研究，逐卷进行订补。1 本文以《经义考》卷五七著录易类典籍为研究对象，予以条辨，以期略有助

益。 

《经义考》版本较多，其中乾隆二十年(1755)卢见曾补刻本洵为佳本。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等主编的《经义考新校》(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以卢刻本为底本，并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四部备要本为校本，

为目前《经义考》三种整理本中质量最好的一部。故本文以《经义考新校》录文，并注明其页码。 

沈氏(懋孝)《周易程朱传义笺》《周易四圣象词》《周易博义》(1046页) 

按：《经义考》著录沈懋孝《周易程朱传义笺》,注“未见”,引《自序》;著录《周易四圣象词》,注“未见”,引《自序》;

著录《周易博义》,注“未见”,引《自序》。引李延昰之说，称：“晴峰沈先生，平湖人。中隆庆戊辰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历修撰，迁南京国子监司业，谪两淮运判，起河南巡抚致仕。” 

传见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五，称： 

沈懋孝，号晴峰，平湖人。自幼明敏绝伦，读书数行俱下，一过目辄不忘。为文洋洋 ,宿学睹之皆避席。年十九，举嘉

靖乙卯乡试，列名第七，御史以不获冠军，颇为扼腕，亲执杯酬之。壬戌捷春闱，时主试者为袁元峰。……所著有《长水集》

行于世。[1]207 

                                                        
1作者简介：陈开林(1985-),男,湖北麻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文学、经学文献整理与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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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季友《槜李诗系》卷十三《长水先生沈懋孝》亦有传。 

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卷一载“冯尧虔行楷词一阕”,后有按语，称： 

沈懋孝，字幼真，隆庆二年戊辰进士，官司业。著有《周易程朱传义笺》《周易四圣象词》《周易博议》《论语类求》《类苑

总目》八十卷、《文林合璧》十卷、《长水先生文钞》七种共二十四卷。[2] 

据此，则《周易博义》又名《周易博议》。《周易程朱传义笺》《周易四圣象词》《周易博义》三书今未见。《自序》均见沈懋

孝《长水先生文钞》。比勘文本，知《经义考》均为节录。《论语类求》见录《经义考》卷二百二十一。检《长水先生文钞》,有

《周易古注疏辑序》,称“因与一二同志采辑《周易古注疏》如干卷，其说象旨至备矣，因附《程朱传义》后，使穷乡下邑士并

参之”。此书《经义考》失载。 

孙氏(从龙)《周易参疑》(1049页) 

按：《经义考》著录孙从龙《周易参疑》十卷，录王世贞序。引陆元辅之说，称：“孙从龙，字化光，吴江人。隆庆戊辰进

士，历官江西按察副使。” 

托名卢文弨《经籍考》著录《易意参疑》首编二卷、内编四卷、外编十卷，称“明万历时吴江孙从龙化光辑”,[3]并引王世

贞序略，较《经义考》稍详。王世贞序见《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题为《易意参疑二编序》。 

潘柽章《松陵文献》卷六《人物志六》有传，称： 

孙从龙，字汝化。少警敏凝重，时有倭警书，舍多窥伺，从龙反身面壁而读，人以此知其不凡。隆庆二年举进士，授行人，

迁刑部郎中，录囚广西，多所平反，尤加意于永戍。……生平学问，得之《易》为多，王世贞尤推服之。著《参疑内外编》。卒

年六十三，今列乡贤祠。子履恒，万历二十二年举于乡，终博罗知县，好言兵事，有《武经商隲》数卷。[4] 

所载表字各异，行迹可互为补充。此外，盛枫《嘉禾征献录》卷二十九[5]、陈和志《乾隆震泽县志》卷十五《人物三》亦有

传。[6] 

沈氏(一贯)《易学》(1050页) 

按：《经义考》著录沈一贯《易学》十二卷。录顾起元序。引陆元辅之说，称：“一贯，字肩吾，别字蛟门，鄞县人。隆庆

戊辰进士，以礼部尚书入阁，历少保、中极殿大学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易学》十二卷，盖进呈讲义也。”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易类存目一”著录《易学》十二卷，称“大旨斟酌于伊川《易传》、《东坡易传》之间，惟以人事

为主，较纠纷奇偶者尚为笃实近理。然颇借以寓其私意”[7]86。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称： 

《经义考》、《明史·艺文志》皆著录沈一贯《易学》十二卷。《四库采进书目》载一部同(《浙江省第二次书目》),刊本六

册。今首都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易学》十二卷(十行十九字白口单边)为该书最早刊本，盖印《总目》著录之同版印本耳。又，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新镌补易经直解》十二卷，明沈一贯撰，李光缙重辑，明万历四十三年万卷楼刻本(十行廿七，八字白口

单边)。清华大学藏本书名、卷数、著者、行款悉同，惟作“万历四十三年大业堂重刻本”,或书坊再换扉页牌记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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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十二卷，今有明万历刻本，见录《续修四库全书》第 10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10册，无序。顾起元序

见《遁园漫稿》,题为《蛟门先生易学序》,《经义考》所录乃节录。 

传见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十四《辅弼》、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一、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张廷玉《明史》

卷二百十八。《两浙名贤录》载： 

所著《陈善集》六卷、《敬事草》十九卷、《喙鸣文集》二十一卷、《诗》十八卷、《易学》若干卷、《老庄通》若干卷、《汇

编史论》若干卷。[9] 

《经义考》卷一百一十四另著录《诗经纂注》。 

贺氏(沚)《图卦臆言》(1052页) 

按：《经义考》著录贺沚《图卦臆言》,注“未见”,不言卷数。引黄虞稷之说，称：“沚，字汝定，庐州人。隆庆庚午举人，

官苏州府同知。” 

黄虞稷之说，见《千顷堂书目》卷一。《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易类存目一”著录贺沚《图卦亿言》四卷，称“是书以图书

为《易》原本”[7]86。所载书名略有不同，且明言卷数。 

另外，《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十九有其传，记录其生平情况，可为补充。 

刘氏(元卿)《大易观》(1052页) 

按：《经义考》著录刘元卿《大易观》二卷，注“未见”。引高佑釲之说，称：“刘元卿，字调父，江西安福人。隆庆庚午

举于乡。万历中，徵授国子监博士，迁礼部主事。”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易类存目一”著录《大象观》二卷，称： 

史称所著有《山居草》、《还山续草》、《诸儒学案》、《贤弈编》、《思闲编》、《礼律类要》、《大学新编》,而不及此书。盖偶未

见。然是书诠释易象，谨依文训诂，不足尽示人用《易》之义。至其以《杂卦》为序，尤为颠倒。
[7]86

 

《大象观》二卷，今有明万历杨时祥刻本，见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10 册。卷首有刘元卿《大象观题辞》,《经

义考》失载。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六十八、《明儒学案》卷二十一《江右六》有传。 

其著述《澹生堂藏书目》著录《大象观》2卷 1 册、《明贤四书宗解》8卷 4 册、《儒宗考辑略》2 卷 1 册、《刘聘君会语》4

卷 2 册、注“《复礼会语》《思问录》《述言》《兰游语》”、《友声编》4 卷 2 册、注“徐用检著，刘元卿辑”、《小学新编摘要

略》1 卷 1 册、《国朝江右名贤编》2 卷 1 册、《六鉴举要》6卷 1 册、注“又一部一卷，见余苑，抄本”、《历代江右名贤编》2

卷 2册、《贤奕编》4卷、《山房草》4卷。[10] 

《千顷堂书目》卷一著录《大象观》2卷，卷二著录《大学新编》及《礼律类要》1卷，卷三著录《四书宗解》8卷、《小学

新编摘要略》1 卷，卷四著录《六鉴举要》,卷五著录《国史举凡》,卷十著录《历代江右名贤录》2 卷及《国朝江右名贤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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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卷十一著录《诸儒学案》8 卷、《思问编》《先正义方》及《儒宗考辑略》2 卷、《刘聘君会语》4 卷、《六鉴举要》6 卷，卷

十二著录《贤奕篇》4卷，卷二十五著录《山居草》4卷、《还山草》4卷。 

《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一著录《大学新编》,卷二百五十七著录《四书宗解》《礼律类要》与《小学新编摘要略》,《经义考》

失载。 

冯氏(时可)《易说》(1052页) 

按：《经义考》著录冯时可《易说》5卷，录其《自序》。引陆元辅之说，称：“冯时可，字元成，华亭人。隆庆辛未进士，

官至湖广布政使参议。” 

其著述，《澹生堂藏书目》著录《易说》2卷、《冯氏诗说》2卷、《诗臆》2卷 2册、《冯氏春秋说》1卷、《周礼别说》1卷、

《冯氏谈经录》3 卷、《西征集》1 卷、《宝善编》4 卷、《冯文敏政谈》2 卷、《西迁记》1 卷、《入郧记》1 卷、《入浙记》1 卷、

《奄答前后志》2 卷、《南史伐山》4 卷 4 册、《冯元敏谈史录》1 卷、《艺海洞酌》11 卷、《谈艺录》1 卷、《冯元成全集》83 卷

60 册，注“冯时可诗文五十九卷、《宝善编》二卷、《谈理录》一卷、《谈经录》一卷、《囗谈》二卷、《谈史》一卷、《谈萟录》

一卷、《谈政》一卷、《谈行》一卷、《稗谈》二卷、《二氏余谈》一卷、《萟海洞酌汉乘》十卷”。《千顷堂书目》卷一著录《易

说》5 卷、《诗臆》2 卷，卷二著录《左氏讨》2 卷、《左氏论》2 卷、《左氏绎》2 卷，卷五著录《俺答前后志》2 卷，注“诛仇

鸾始末”;《南史伐山》4 卷；卷二十五著录《元成选集》83 卷，注“字元成，华亭人，广西湖广参政”,又《北征集》16 卷，

又《西征集》10卷，又《金阊集》10卷，又《岩栖稿》3卷，又《石湖稿》2卷，又《茹茹稿》2卷。 

另外，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著录《左氏释》2卷、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二经部《左氏释》2卷、卷十子部著录

《上池杂说》1卷、卷十二子部著录《雨航杂录》2卷、卷十六著录《冯文敏诗文集》11卷。 

《冯元成杂著九种》19卷，有明万历间刻本，藏国图。第一种为《文所易说》5卷。卷首有陆树声《冯元敏丈易说引》、万

历丙戌冯时可《易说序》、万历丁亥冯时可《易说后序》、万历丁亥归有时《易说引》。《经义考》所引乃《易说后序》,有删节。

且改“四夷”为“吴越”。同时，整理本校记曰：“‘贞’,依《补正》《四库荟要》本应作‘争’”,然此本实作“贞”。零散

序，可补《经义考》之阙。 

唐氏(鹤征)《周易象义》(1054页) 

按：《经义考》著录唐鹤征《周易象义》4卷。录刘曰宁序、鹤征《自述》。引陆元辅之说，称：“唐鹤征，号凝庵，武进人。

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引张云章之说，称：“鹤征，荆川之子，能世其学”,并节录其《自述》,称“其书大旨如

此”。《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易类存目一”著录《周易象义》4 卷，称：是编用王弼本，故不注《系辞》以下。大旨述顺之之

说，主于以象明理。[7]87 

今有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纯白斋刻本，见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十册。卷首有章潢万历丁未序、刘曰宁万历丁

未序、“纯白斋读易法”六则。章序，《经义考》失载。刘序，《经义考》所引系节引。鹤征《自述》即“纯白斋读易法”第一

则。 

《明儒学案》卷二十六《南中王门学案二》有传。 

其著述，《千顷堂书目》卷六著录《常州府志》20 卷，注“万历戊午年修，时鹤征以太常寺卿家居”[11]163;卷八著录《南游

记》3卷，卷十一著录《宪世编》6卷，卷二十五著录《南游稿》1卷，注“字【中阙】,武进人。顺之子，太常寺少卿”
[11]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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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洪宪)《周易集说》(1055页) 

按：《经义考》著录黄洪宪《周易集说》3 卷，注“未见”。引俞汝言之说，称：“公讳洪宪，字懋忠，号葵阳，嘉兴人。

隆庆辛未进士，改庶吉士，除编修，升侍读，迁右庶子，充日讲官，历少詹事，掌翰林院。”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五有其传，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三十八《清正》有《太子少詹事黄懋忠洪宪》,可参。 

其著述，《澹生堂藏书目》著录《四书石床随笔》2卷 1册、《 轩录》5卷 4册、《黄学士銮坡制草》4卷、《黄碧山学士集》

21 卷及注“《坡制草》4 卷”;朱睦 《授经图》卷十六著录《春秋左传释附》27 卷；《千顷堂书目》卷一著录《周易集说》三

帙、《学诗多识》,卷二著录《读礼日抄》及《春秋左传释附》27 卷，并注“万历己亥序”,
[11]65

卷四著录《资治历朝纪政纲目》

74 卷，卷七著录《秀水县志》10 卷；卷八著录《桐封二纪》(与黄承昊合著)1 卷、《 轩录》4 卷、《朝鲜国纪》1 卷、《箕子实

纪》1卷，卷十六著录《老子解》《蒙庄独契》,卷二十五著录《碧山学士集》21卷及注“字懋忠，秀水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

掌院事”,[11]618卷三十著录《銮坡制草》5卷，卷三十一著录明文宪；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五史部著录《朝鲜国纪》1卷，卷

十六集部著录《碧山集》19卷。 

《经义考》卷一百一十四著录《学诗多识》,卷一百四十五著录《读礼日抄》,卷二百〇五著录《春秋左传释附》,失载《四

书石床随笔》。 

黄氏(正宪)《易象管窥》(1055页) 

按：《经义考》著录黄正宪《易象管窥》15卷。录正宪《自记》。引俞汝言之说，称：“正宪，字懋容，葵阳先生之弟。” 

《千顷堂书目》卷一著录黄正宪《周易管窥》15 卷，注：“字懋容。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序。”万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

三著录黄正宪《周易管见》15卷，注：“字仲容。秀水人。”所载书名与《经义考》不同，万斯同所载表字又不同。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易类存目一”著录《易象管窥》15卷，称：“正宪《自记》,称是书始于乙未，成于壬寅，凡六易

稿。每早起则读《金刚经》,终朝则读《周易》。且以西方、北方圣人并言，则其书概可知矣。”[7]87 

今有明刻本，见录《续修四库全书》第 11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10册。卷首有贺燦然叙、伯兄正色序，次为《管

窥肤见》7条。《经义考》所录《自记》,乃《管窥肤见》之一、二条。《四库全书总目》所云“《自记》”,此本未载。 

《经义考》卷二百〇五另著录其《春秋翼附》20卷。 

郭氏(子章)《 衣生易解》(1056页) 

按：《经义考》著录郭子章《 衣生易解》15卷，注“一作《郭氏易解》”。录子章《自序》。引陆元辅之说，称：“郭子章，

字相奎，号青螺，又号玭衣生，泰和人。隆庆辛未进士，累官都察院，巡抚贵州。” 

郭子章，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三十三有传。另可参郭孔延《资德大夫兵部尚书郭公青螺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

谱丛刊》第 52册。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易类存目一”著录《 衣生易解》14卷，称：“是编成于万历丁巳，其归田以后所作也。”[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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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易解》今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系传世孤本，已由谢辉先生点校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卷首有黄养正万历戊午年(1618)序，《经义考》失载；次为《自序》,写于万历丁巳年(1617),《经义考》系节录。 

其生平著述颇多，可参谢辉点校《郭氏易解》附录四《著述总目》。其中，经学著述有《四书颇解》4 卷、《经书类解》14

卷。另外，《千顷堂书目》卷一著录其《诗传书例》四帙。《诗传书例》,《经义考》卷一百十四著录，而失载《四书颇解》《经

书类解》。 

吴氏(中立)《易诠古本》(1057页) 

按：《经义考》著录吴中立《易诠古本》3 卷。引陆元辅之说，称：“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庆辛未进士，父没服阕，

绝意仕进，以著述为事，结庐于武夷山中十有七年。南礼部尚书袁洪愈等疏其节，诏府县起送赴部，辞，乞终隐，授礼部仪制

司主事，俟病痊录用，寻卒。所著有《易铨古本》、《中庸大旨》诸书。” 

《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二著录其《学庸大旨》,引黄虞稷之说，称：“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庆辛未进士，官尚宝司丞。”[12]2976 

《千顷堂书目》卷一著录吴中立《易诠古本》1卷，注：“字公度，浦城人。隆庆辛未进士，丁父忧，服阕，遂不仕。南京

礼部尚书袁洪愈、给事中周邦杰、巡按御史杨四知表其修节，请爵之，以廉立顽懦，诏授礼部仪制司主事，终不起，卒。”[11]7

卷二著录其《学庸大旨》,注：“浦城人，隆庆【中阙】进士。不受官，归养亲。亲殁，遂隐退终身。”[11]46 卷二十四著录《吴

音》。 

检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九有其传，
[13]
生平可为补充。 

邹氏(德涵)《聚所先生易教》(1058页) 

按：《经义考》著录邹德涵《聚所先生易教》1卷，注“未见”。引曹溶之说，称：“德涵，江西安福人。隆庆辛未进士。” 

《澹生堂藏书目》著录《邹聚所易教》1 卷 1册、《邹聚所语录》3 卷 1 册、《邹聚所文集》6 卷 3 册，注“邹徳涵外集、语

录、易教”。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九“别集类存目六”著录《邹聚所文集》6卷、《外集》1卷，称： 

德涵字汝海，安福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河南按察司佥事。《明史·儒林传》附见其祖守益传末。[7]2483 

《邹聚所先生文集》6卷、《外集》1卷、《易教》1卷、《语录》3卷，今有明万历邹袠、邹衮刻本，见录《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集部第 157册。有刘元卿《邹聚所先生易教序》(453-454页),写于万历己亥(1599)。 

李氏(天植)《易经疏义》(1058页) 

按：《经义考》著录李天植《易经疏义》,注“未见”,不言卷数。引陆元辅之说，称：“天植，字性甫，广德州人。隆庆辛

未进士，历四川布政司参政。”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一载： 

李天植，字性甫，别号冲涵，广德州人。自博士员，辄有公辅望。闻文成良知之说，恍如夙解，复从邹文庄诸先哲商证融

彻。丁卯荐南都礼记第二人，辛未成进士。……戊戌秋卒于里，第年七十二。生平著述甚富，晩更喜《易》,偶拈一二语，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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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盈虚之变。遗文如干卷，其举业诸书有《礼记裒言》行于世。[1]102-103 

此外，张夏《雒闽源流录》卷十七
[13]
亦有传。 

《经义考》卷一百四十五著录其与王圻、古之贤著《礼记裒言》,引郑玥之说，称“天植，广德州人”。不知与《礼经疏义》

是否为同一书。 

殷氏(子义)《易经会义》《读易别记》《易说》(1058页) 

按：《经义考》著录殷子义《易经会义》《读易别记》《易说》,注“未见”,不言卷数。引陆元辅之说，称：“殷子义，字集

卿，嘉定人。隆庆二年贡生，为淮安儒学训导。其学出入朱、陆，务溯孔、孟之传，著书必根理要，学者称方斋先生。所撰《易

解》外，有《春秋大旨》、《诗经疏解》、《家礼纂要》诸书。” 

生平可参张应武《万历嘉定县志》卷十二《人物考中》[14]、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15]、娄坚《学古绪言》卷二十《请入

殷方斋先生乡贤呈词》
[16]233

,可补《经义考》之略。《万历嘉定县志》称“四书五经皆为注解”,同书卷二十二《文苑四》著录其

《四书通解》《易经会义》《读易别记》《易说十篇》《春秋大旨》《诗经疏解》《家礼纂要》。《经义考》卷一百一十四著录《诗经

疏解》,失载《四书通解》《春秋大旨》。 

潘氏(鸣时)《读易偶见》(1059页) 

按：《经义考》著录潘鸣时《读易偶见》,注“未见”,不言卷数。引《闽书》之说，称：“潘鸣时，字徵求，海澄人。隆庆

戊辰以恩贡入太学，判信阳州。”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十一《州判潘征求先生鸣时》有传，载： 

潘鸣时，字征求，海澄人。家贫就外傅，樵采以资学业。……所著有《读易偶见》、《语录》等编。门人吴道濓、苏攀等为

创祠南山寺之东偏祀之。《闽书》、《郡志》。[17]837 

生平可补《经义考》之略。 

周氏(坦)《易图说》(1059页) 

按：《经义考》著录周坦《易图说》1卷。引陆元辅之说，称：“隆庆三年夏五月，博罗周坦著于罗浮山中。” 

检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县令周谦斋先生坦》载： 

周坦，号谦斋，罗浮人也。仕为县令。自幼有志圣贤之学，从学于中离，出游湖湘、维扬、新泉、天真、天关，以亲讲席，

衰老犹与徐鲁源相往复。
[17]37

 

生平可补《经义考》之略。 

戴氏(廷槐)《易学举隅》(10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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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经义考》著录戴廷槐《易学举隅》6卷，注“未见”。引黄虞稷之说，称：“廷槐，长泰人，隆庆中贡士。” 

《千顷堂书目》卷一著录戴廷槐《易学举隅》6卷，注：“长泰人，隆庆中贡士。”《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易类存目一”

著录《学易举隅》6卷，称： 

廷槐，长泰人，隆庆中贡生。其说谓《易》自商瞿而后，斯道遂晦，至宋三子而后大明；其汉魏至唐诸儒，则概目为不知

《易》。持论颇偏。[7]88 

书名略有不同。其著述，《澹生堂藏书目》著录其《革节卮言》5 卷 2 册。万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三著录戴廷槐《易学

举隅》6 卷，注“长囗人”;卷一百三十五著录其《革节卮言》5 卷，注“字元植，长泰人，隆庆初贡生，遂安知县”2;卷一百

三十七著录《锦云集》16卷。 

仇氏(二常)《周氏本义翼》(1060页) 

按：《经义考》著录仇二常《周氏本义翼》4卷，注“未见”。 

《澹生堂藏书目》著录仇二常《周易本义翼》4 卷 3 册。《千顷堂书目》卷一著录仇二常《周易本义翼》4 卷，万斯同《明

史》卷一百三十三同。《经义考》所载书名似有误。 

姜氏(震阳)《易传阐庸》(1060页) 

按：《经义考》著录姜震阳《易传阐庸》102卷，注“未见”。未及其生平。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易类存目一”著录《易传阐庸》100卷，称： 

震阳字复亨，自称曰东楚，盖淮、泗间人也。其书以朱子《本义》为主，附缀诸说于其下，而《经》文次第仍用王弼之本。
[7]88 

今有《新镌十名家批评易传阐庸》100卷，明刻本，见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10-11册。 

朱氏(篁)《居易斋读易杂言》《铿铿斋易邮》(1060页) 

按：《经义考》著录朱篁《居易斋读易杂言》1卷并注“未见”,著录《铿铿斋易邮》7卷。引钱谦益之说，称：“朱仲子之

说《易》,取途于博士家言，而以管先生志道之微言奥义，折而入焉。”引熊秉鉴之说，称：“仲修为大中丞秋崕公孙，世以《易》

名家。《易邮》一书，旁采诸家，衷以独见，缕析条分，每卦六爻，撮其大旨，掲为总断，情伪得失，令观者洞然，可谓善言《易》

者。”引朱一是介绍其生平，称：“篁，字仲修，吴人。其书载《澹生堂目》,盖祁氏之客也。” 

检《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七《坛庙祠宇二》载朱篁，注：“仲修，长洲处士。”又卷一百三十七《艺文二》载： 

朱篁《居易斋读易杂言》一卷、《铿铿斋易邮》七卷、并见《澹生堂书目》。《四书讲义》。字仲修，号振崖、纨孙。[19] 

其著述，《澹生堂藏书目》著录《读书心印》7卷 5册、《居易斋读易杂言》1卷 1册、《四书启钥》9卷 5册、《朱中丞遗事》

1卷、《居易斋集》3卷 2册、《居易斋续稿》1卷 1册、《斋稿》1卷 1册；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著录《易邮》7卷 5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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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启钥》见《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七。《读书心印》在经部“易”类，《经义考》失载。 

李氏(应辰)《易经庭训》(1061页) 

按：《经义考》著录李应辰《易经庭训》,注“佚”。引《休宁名族志》,称：“应辰，字仲拱。” 

检曹嗣轩《休宁名族志》二卷《李·文苑》,载： 

李应辰，字仲拱，洋子也。文驾班、杨，行高山斗，蜚声殷序，设帐程门，孔铎远传，颜瓢屡空。……著述百卷有奇。所

著有《四书订顽》、《易经庭训约说》、《道德经心经集注》、《李氏宗谱》、《年谱节注》、《日用纪略》、《家规纪要》、《京游录》、《楚

游录》、《水如山人集》。[20] 

书名与《经义考》所言略异。《四书订顽》,《经义考》失载。 

汪氏(玠)《易旨》(1061页) 

按：《经义考》著录汪玠《易旨》,注“佚”。引《休宁名族志》,称：“玠，字朝用，邑诸生。” 

生平及《易旨》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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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关于《经义考》各类经籍之研究，学界的考辨成果计有：江曦《〈经义考·书类〉订疑》(刊于《天一阁文丛》第十三辑，

2015年),韩震军《〈经义考〉著录宋人春秋学著述斠摭》(刊于《中国经学》2017年第 1期),解树明、姬瑞丽《朱彝尊〈经义考〉

引朱熹古文尚书条辨证》(刊于《河北科技图苑》2017 年第 6 期),刘贝嘉《〈经义考〉“孟子类”文献校理——以卷二百三十二

为论域》(刊于《嘉兴学院学报》2018年第 3期),张宗友《〈经义考〉“〈古论语〉”条通校——兼论〈经义考新校〉之得失》(刊

于《中国经学》2019 年 2 期),曹景年《〈经义考〉论语、四书类补正》(刊于《山东图书馆学刊》2019 年第 2 期)。另外，台湾

学者杨果霖《〈经义考〉著录“春秋类”典籍校订与补正》(学生书局，2012 年版)全面考察《经义考》“春秋类”,颇有创获。

关于“周易类”的考辨，笔者已发表 6篇文章：《〈经义考〉卷六三著录易类典籍辨证》(刊于《中华易学》第 2卷)、《〈经义考〉

卷六四著录易类典籍辨证》(刊于《中华易学》第 5卷)、《〈经义考〉卷六五著录易类典籍辨证》(刊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

21辑)、《〈经义考〉卷六二著录易类典籍辨证》(刊于《华中国学》2019年秋之卷)、《〈经义考〉卷六六著录易类典籍辨证》(刊

于《华中国学》2020年春之卷)、《〈经义考〉卷六十七著录补证》(刊于《朱彝尊研究》第八辑)。 

2万斯同《明史》,清钞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