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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书局于1972年出版的《南齐书》，为我国著名学者王仲荦先生所点校，是书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
研究成果，并综合王先生自身多年的研究心得，校勘精审，创见良多，可谓迄今所见的最为完善之精
本。
但是这部历史著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或因辑补，或因辗转传抄和排印等而造成的讹误，以及由于原
书作者因仓卒成书而存在的自身史料的错乱，还是相当之多。
要想仅仅凭一人一时之力，使之成为尽善尽美之版本，实在难以做到。
所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的疏漏之处亦在所难免。
此书出版后，我国著名学者朱季海先生又著有《南齐书校议》一书，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未到之处予以
补充，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
但朱季海先生所论及之处，多在音韵训诂，以及史料的补充等方面，而于史实的考证以及点校疏漏与
失当之处的纠误则涉及甚少，可为不无遗憾。
拙著拟利用内外证互相结合等方法，在朱季海先生《南齐书校议》之基础上，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所存
在的校勘及标点等方面的不足进行全面考证辨析，力求得出较为准确之答案。
以作为朱季海先生《南齐书校议》的补充，也可供《南齐书》再版时参考，并使南朝历史的研究者能
比较方便地获取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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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拟利用内外证互相结合等方法，在朱季海先生《南齐书校议》之基础上，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所存
在的校勘及标点等方面的不足进行全面考证辨析，力求得出较为准确之答案。
以作为朱季海先生《南齐书校议》的补充，也可供《南齐书》再版时参考，并使南朝历史的研究者能
比较方便地获取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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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校勘记】“尹午”，据南监本、殿本、局本补。
按“尹午”《南史·齐纪》作“尹千”，下同。
又“东南涧”南监本、局本作“东南隅”。
“奉玺”、“赤斧”据南监本、殿本、局本补。
【校议】据本书《高帝纪下》及《萧赤斧传》，萧赤斧受任为雍州刺史在齐建元二年二月戊子，即尹
午得玺后或未即出献，至齐立国后始献之于赤斧耳。
第353页第2行元徽四年，太祖从南郊，望气者陈安宝见太祖身上黄紫气属天。
【校议】刘宋末年之南郊，见载于《宋书》者，有《明帝纪》所载泰始四年“春正月己未，车驾亲祠
南郊，大赦天下”，《后废帝纪》所载元徽三年“春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明堂”。
然于元徽四年则日：“春正月己亥，车驾躬耕籍田，大赦天下。
”而未载祠南郊事。
今考之《宋书·明帝纪》云：“（泰始）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
。
”由是知元徽三年正月既已南郊，则元徽四年断无再次祠南郊之事，即此所载“元徽四年”者，必误
。
又考之《南史·齐本纪上》云：“及为领军，（按指萧道成。
）望气者陈安宝见上身上恒有紫黄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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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仲荦先生是我素来敬仰的学者，为王先生所点校的《南齐书》做一些修补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
一件十分艰难和诚惶诚恐的事。
自从拙作《（南齐书）校点札记》在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6年第2期发表以后，《文史》和《
江海学刊》等刊物又陆续刊登了我有关《南齐书》校点的文章，特别是《江海学刊》的季鹏先生和潘
清女士，更给了拙稿以连载的机会，使我对完成这一课题增加了信心。
2006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这一课题为直接资助项目，使这一课题的完成有
了经济上的保证。
书稿完成以后，又得到了中华书局徐俊总编辑和于涛先生、樊玉兰女士的大力支持，为书稿提供了出
版的机会。
书稿的责任编辑樊玉兰女士又为我纠正了书稿中的部分错误和不足，使拙作避免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
。
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诸位先生和女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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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齐书校议》：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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