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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第一讀書人”
----朱彝尊與《五代史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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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1629—1709）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

竹垞，一號小長蘆釣魚師，秀水人。

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著有《經義考

》、《日下舊聞》、《曝書亭集》。

《曝書亭集·鵲華山人詩序》：“予中

年好鈔書，通籍以後，見史館所儲，

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弄，必借錄之。有

小史能識四體書，日課其傳寫，坐是

為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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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 又《書櫝銘》：“予入史館，以楷書手

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綸善小詞，
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忌
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
歸田之後，家無恆產，聚書三十櫝，老
矣，不能徧讀也。作銘曰：‘奪儂七品

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
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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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第一讀書人

• 朱桂孫《竹垞府君行述》：“康熙乙酉，上南巡，
王父至杭州迎駕。四月初九日，朝皇上於行殿，
進《經義考》一套，又進皇太子《經義考》一
套。上諭查供奉聲山：‘朱彝尊此書甚好，留在南
書房，可速刻完進呈。’十二日駕回蘇州，十五日
皇太子命織造敖公召王父進見，問藏書幾何？回
奏臣家素貧，不能多購。命以《書目》進呈。皇
太子問這《書目》是誰寫的？回奏是臣孫寫的。
蒙皇太子稱好。又問平日著述幾何？王父開目進
呈。皇太子顧謂近侍曰：“這老翰林是海內第一讀
書人，汝等看看亦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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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

• 〈曝書亭著錄序〉：敘平生讀書、愛書、得書、
藏書之經過。作此序時已七十一歲，其子昆田亦
剛去地，故感歎曰：「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
罕有存者。……及遊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
五箱。……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
書八萬卷。……予子昆田亦能讀之……嗚呼!今吾

子夭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
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
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
得而前知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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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本詳情

• 存卷九「晉本紀｣起，至卷七二「四夷附錄｣

• 每卷前題「徐無黨注 秀水朱彝尊輯注
汾陽田畿校｣

‧間有硃筆，與薛居正《舊五代史》校過，並記
「朱彝尊曰｣，另偶附粘簽條子說明

‧藏印：「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吳興劉氏嘉
業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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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復得的《舊五代史》

• 薛居正監修《五代史》，始於宋太祖開寶六年
（973)四月 ，至翌年閏十月成書。

• 歐陽修自撰《五代史記》，成於宋嘉祐五年
（1060) ，徐無黨注。

• 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詔令學官只用歐陽修
《五代史記》，薛史遂成絕版，但並未湮沒。

• 清邵晉涵、紀昀等從《永樂大典》輯出薛史，
乾隆四十年（1775)列為正史。《舊五代史》
失而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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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 (22937卷11095冊)
(1403-1408編成, 嘉靖四十一年1562, 謄寫副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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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新五代史》

1974年由上海華

東師範大學完成

校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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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與五代史研究

• 〈五代史記注序〉 ：余年三十，即有志注是書，
引同里鍾廣漢為助，廣漢力任抄撮群書，凡六
載，考證十得四五，俄而卒於都城逆旅，檢其巾
箱遺稿，不復有也。予從雲中轉客汾晉，歷燕
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挲其文響拓
之，考其與史同異。又薛氏舊史雖佚，其文多采
入《册府元龜》、 《太平御覽》諸書。┉┉是編
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大半為壁魚穴鼠所齧，
無完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

-- 《曝書亭集》卷35 (朱氏時年八十一,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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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廣漢遺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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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鳳誥（1760—1830）曾見此稿

• 劉鳳誥〈五代史記注識語〉：癸亥┉┉九
月，鳳誥按魏博有持歐史注槀售者，繙訖
首尾，審為竹垞手鈔。所采宋元明諸家書
百餘種，凡千七百六十餘條，殆即所云壁
魚穴鼠所齧者。驚喜馳報，不謂公之遽不
及見此也。┉┉甲子，鳳誥還朝，始讀公
所自定諸帝家人傳至六臣傳十六卷，蓋病
中倉卒所成。餘五十八卷，聚一巨簏。所
采宋人書二百數十種，視竹垞實倍且專。
┉┉凡朱錢采錄，無不刺入。(嘉慶乙亥,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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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館鈔本

• 「虞山錢曾遵王藏書｣

錢曾（1629—1701）

錢曾藏書目錄，並無是書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

劉承幹（1881—1963）

周子美《嘉業堂鈔校本目錄》著錄為十

冊，書名定為《五代史補注》七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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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業堂鈔校本目錄周子美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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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錢曾遵王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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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與錢曾

• 書既成，扁置枕中，山入每自攜，靈蹤微露。竹
垞謀之甚力，終不可見。竹垞既應，後二年典試
江左。遵王會於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讌，約
遵王與偕，私以黃金翠裘予侍書小史，啟鐍，預
置楷書生數十於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
時所錄，并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函致遵王，
慚知竹垞詭得，且恐其流傳於外也。竹垞乃設誓
以謝之。竹垞既重違故人之命，而又懼此書之將
滅沒也，莫年始一授族子寒中。

---- 吳焯跋〈讀書敏求記〉(康熙五十六年,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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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鈔本流傳

朱彝尊稿本

殘稿本 田畿鈔校本

劉鳳誥 錢曾述古堂／也是園

劉承幹嘉業堂

馮平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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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本年代

• 錢曾(1629-1701, 明崇禎二年—清康熙四十年)。

• 朱彝尊(1629-1709, 明崇禎二年—清康熙四十八年) 。

• 紀昀(1724-1805, 清雍正二年—嘉慶十年) 。

• 田畿(乾隆嘉慶間(1736-1820)寶慶知府。據饒宗頤教授推
斷)

• 清乾隆四十年(1775)列《薛史》為正史。

•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 《四庫全書》基本告竣。

• 邵晉涵(1743-1796, 清乾隆八年—嘉慶元年) 。

• 劉鳳誥(1760-1830, 清乾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1803年

購入朱氏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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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鈔本之價值

• 對現行《新五代史》各種版本作校對。包括

百衲本(影印南宋慶元本)、貴池本(清貴池劉
氏景印南宋本) 、殿本、南昌本(清南昌彭元
瑞五代史記注) 、明汪文盛本、南監本、北監
本、汲古閣本、鄂本(清崇文書局) 、徐注本
(清徐烱注補五代史記抄本) 、劉校本(清味經
書院刻本) 、傅增湘校勘成都書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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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鈔本之價值

• 保留大量朱氏親自鈔錄及引錄的史料。

• 對考察朱氏的史學，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 田畿所保留的薛史材料，對重輯《舊五代史》
有參考價值。上海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歷時十
一年完成《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並將於年底
出版。由於此鈔本知之者不多，故陳尚君教授
亦沒有注意到馮館所藏之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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硃墨批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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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 (1629-1709)

七品官兒竟奪儂，

為攜小史當書傭，

丹房枕膝書親授，

始信人間有蔡邕。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