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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在其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这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主要聚集于各公共图书馆的古籍文献中，这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
心”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协同各图书馆，发掘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影印出版了许多珍贵、稀见
的古籍文献，包括罕见的刻本、抄本、异本、名人稿本、佚文、信札、墨迹、稀见方志、档案等。
　　本人从事古籍影印工作已有十几年了，在整理编辑这些珍贵的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文献中，深感
我国历史悠久，文献资源浩瀚，祖先留下的这些无价的财富，亟待整理影印，传及后代，以发扬光大
。
“缩微中心”十几年来影印出版了上百种文献，分成《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中国佛学文献丛刊》
、《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等
几个系列，每个系列又分若干种古籍。
已影印出版的上百种文献中，每一种都有其珍奇之处。
一般善本书常人难以得见，尤其是那些珍稀孤本，更是难中之难。
所以缩微中心每整理影印一部古籍都受到普遍的欢迎。
每种书的出版前言都对该书的版本源流及其价值作了简要介绍，这些介绍都是经过专家、学者反复推
敲、论证的结果。
此《举要》　　就是在这些前言的基础上综合改编而成的。
　　在邀请史学专家瞿林东教授为《明刻珍本史学要义》作序时，他看到了我们的出版目录，感到惊
讶、兴奋：“影印出版了这么多有价值的古籍，真是功德无量!”当我告知想编写一本《影印古籍文献
珍本举要》以便向读者进一步揭示“中心”所影印的文献古籍时，瞿教授大为赞赏，鼓励我进行这项
工作，并送给我一本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让我作为参考。
　　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现在《举要》的编排体例基本上仿照此书。
　　此《举要》在已影印出版的上百种古籍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七十三种加以介绍。
在这七十三种影印古籍中，按其特点又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首次影印鲜为人知的名家手稿
本。
例如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成书于乾隆三年的《水经注》五校稿本，一直深藏而秘不宣示。
未刊之前的几百年间，只有胡适与陈桥驿两位先生读过，胡适曾称此本为“天地间仅存之孤本”。
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外国通鉴稿》是一部不见任何著录的研究中外交通以及中国周边诸国历史的重
要著作，王氏此手稿本是偶从造纸厂化浆处拣回而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的，现首次影印问世。
此外还有王先谦未刊稿本《蒙古通鉴长编》等。
　　二、首次影印一些未刊的重要抄校本。
如《抄本聊吝文集》（道光问抄）、《抄本黄公说字》、《小学稿本七种》、《袁世凯未刊书信稿》
、《古泉汇考》（著名金石学家刘喜海批校）等。
　　三、一批珍稀刻本。
如清天禄阉原藏《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明刘柳氏自存孤本《柳如是诗文集》，清代禁书《皇明资
治通纪》、《足本按辽疏稿》等。
　　四、罕见的重要工具书，如《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
《抄本历代高僧集传》等。
　　五、罕见的外国刻印的中国古藉，　以及中国人介绍外国情况的图书。
如：有中土巳失传而在日本1857年印行的《夷匪犯境闻见录》（鸦片战争史料集。
清代官员编纂，稿本流入日本而中国未见著录），朝鲜李朝全罗遭刻于明正统五年（1440）的《樊川
文集夹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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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献资源浩瀚。
《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在已影印出版的上百种古籍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七十三种加以介绍。
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在已影印出版的上百种古籍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七十三种加以介
绍。
在这七十三种影印古籍中，按其特点又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一、首次影印鲜为人知的名家手稿本，
如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成书于乾隆三年的《水经注》五校稿本、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外国通鉴稿》
和《蒙古通鉴长编》等；二、首次影印一些未刊的重要抄校本，如《抄本聊斋文集》（道光间抄）、
《抄本黄公说字》、《小学稿本七种》等；三、一批珍稀刻本，如清天禄阁原藏《宋板续资治通鉴长
编》、清代禁书《皇明资治通纪》等；四、罕见的重要工具书，如《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抄本
历代高僧集传》等；五、罕见的外国刻印的中国古籍以及中国人介绍外国情况的图书，如《夷匪犯境
闻见录》、《瀛环志略》《航海琐纪》等；六、经过整理或汇辑的典籍。
如《澳门问题史料集》、《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等。
《举要》是以每种书的成书年代顺序排列，综合类书排在最后。
　　注：*表示左边是个礻，右边是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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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宋拓王献之法帖朱释本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容
斋五笔类钞《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皇明资治通纪三种纪录汇编世庙识余录宋元资治通鉴皇明经
济文录宪章录明刻珍本《史学要义》皇明肃皇外史四镇三关志抄本筹边纂议南北史合注《明文海》文
渊阁本抽毁余稿足本按辽疏稿柳如是诗文集两朝宪章录东莞志宪章外史续编西园闻见录旅日高僧隐元
中土往来书信集平闽记抄本黄公说字《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蒲松龄手稿本《聊斋志异》清抄本
聊斋文集抚远大将军允许奏稿小学稿本七种南征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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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抄本筹边纂议　　抄本筹边纂议八卷续集一卷　（明）郑文彬辑评。
此书成于万历十八年（1590），刻于万历十九年（1591），有万历十八年作者自序及吴崇礼、杨元祥
的序，赵光大跋。
诸家书目多不记载。
此本为清初抄本，半叶九行二十二字，当据刻本抄录，字迹工楷，墨香浓郁，颇为珍贵。
现藏辽宁省图书馆。
影印本卷前有武亚民前言。
　　郑文彬，号三桥，祖籍山东，后寓居辽海三十余年，因以辽海人自称。
万历年间，官至奉政大夫，山西潞安府同知，管理蒲州事，颇有政绩。
万历十八年（1590），青海火落赤部借故南侵，犯洮、河二州（今甘肃境内），杀人掠物，守将李联
芳、刘承嗣先后败亡，朝野震惊，乃派兵部尚书郑雒经略陕西及山西宣、大边务，乱始平息。
作者对此触动颇深，既恨“虏寇”之凶顽，又叹边将之昏庸无能，于是取历代史书中有关讨伐“虏寇
”之事，并参以己见，汇为一书，名日《筹边纂议》，以此作为守边之良策。
　　明代自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蒙古族遂退居漠北，然其南侵之心未死，对明朝统治仍有极
大威胁。
因而明太祖屡派大军征讨，使其臣服。
明成祖时，蒙古瓦喇部逐渐强大，时常侵扰。
成祖遂迁都北京，并多次率军亲征，最终卒于征战途中。
虽未能彻底征服瓦喇诸部，而瓦喇亦不敢大举侵犯。
正统以后，奸臣当权，朝政腐败，边防松弛，瓦喇趁机扩张，吞并其他各部。
至也先时，更是野心勃勃，挟元室后裔以自恃，自封为太师，藉人贡为由，大举南侵。
正统十四年（1449）于土木堡一役，俘获明朝英宗皇帝而归。
明朝自嘉靖以后，国势日衰，不得已而开马市，许互易，边事遂一发不可收拾。
作者在书中对明朝北方的边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区分利弊，指出明初朝廷恩威并施，蒙古各部疲于
自顾，多有归附。
正统以后，朝廷恩有余而威不足，以至贻下大患。
当今之计应施之以威而后安抚之。
作者积极主战的思想在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书中所辑录的历代事例，均是征讨之例，如汉破匈奴，唐击突厥，宋拒契丹和女真等。
而所辑录的明代有关边事的议论，也都是切实可行的有用之言，如杨博、王崇古、郑雒等人对于边事
的筹划，书中给予详细的记录。
作者希望以此来激励将士，鼓舞军心。
　　作者久居边塞，留心边事，笔而录之，图而志之。
详细记载了北方各部族的宗派源流，并绘以《九边图》，注明其聚居的地点。
“九边”是明代在北方边塞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的总称，它们分布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
城一线，包括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太原、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重镇，是明代防御北
方各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这一屏障的依托就是万里长城。
对此，作者在书中还专门写有《城塞》篇，论述分析了长城在古今各历史时期对于防御北方各民族南
下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于研究明代的民族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　（明）李清撰。
这是一部史学名著，被誉为古代三大奇书之一，《四库全书》编纂时，原定收录，并撰了提要，后因
著者的另一部著作《诸史同异录》有违碍朝廷辞句，故被株连销毁。
向无刻本，只有几部抄本传世。
著者李清，博学多才，认为{南北史}中“牴牾冗杂”，因而会通诸史，博采群书，加以注释。
所引之书不少已是失传之作，尤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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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用最完整抄本影印，浙江省图书馆藏，卷前有吴丰培先生影印前言。
　　李清（1602—1682），字心水，别号映碧。
明末清初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大学士春芳五世孙、礼部尚书思诚之孙，少而颖慧，崇祯四年进
士，由宁波推官攉刑部给事中。
熊文灿抚张献忠，先生论其失策。
以久旱请宽刑，忤旨，贬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夏归。
起吏科给事中，入朝疏言：治道在固民心，不报。
崇祯十六年（1643）遣策封新昌王。
　　《越缦堂日记》云：“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四库全书馆所刻销毁抽毁书目，尚不及映碧
诸书，故是年七月所进简明目录史部别史类收《南北史合注》一百五卷（卷数有误），载记录收《南
唐书合订》二十五卷，至提要告成，则削去两书。
乾隆五十二年（1787），禁令早颁，故并其名氏见于他家集者，亦抽毁之耳。
”王重民著《李清著述考》、亦云：“按映碧先生不幸于明之季，国事已不可为，原大声疾呼，侃侃
建白，及沧桑之后，息影林泉，潜心著述。
”李清诸作所以被禁，不仅因“比疑不伦”，而是清初文字禁锢，稍一不慎，祸便及身。
对于前代史论，尚且如此，更何况论本朝。
清代史籍缺乏，清又隐居不仕，屡荐不出，为清帝所不满。
所以乾隆帝谕旨云其本身“幸逃显戮”，则其著作被禁，势所必然。
但被禁之书，往往反被抬高了身价，更为后人所渴求，得之视为珍品。
　　他的著作极多，除上述被禁几种外，（李清著述考}尚记有十几种之多，有《明史杂著》（见《国
粹学报》），《南渡录》（有抄本）、《外史摘奇》、《甲乙编年录》、《惠宗实录》、《忍宗实录
》、《袁督师斩毛文龙始末》（荆驼逸史本）、《自叙年谱》、忟略正误》、《诸忠纪略》、《女世
说》、《谏垣疏草》等。
　　《南北史合注》是一部久为历史研究者渴求而难得的史学名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
方舆纪要》被称为清初三大奇书。
顾炎武、顾祖禹所纂上述西书流传很广，并有二顾合刻，今又有标点本传世。
而此书在清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原定收录，所以撰有提要，乾隆五十二年（1787）发现李清所
撰《诸史同异录》中有违碍言论，遂选派官员，重新检查清所有已经编人《四库全书》的著作，如《
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诸史同异录》四种，统加禁毁，不准流传
。
撰就《南北史合注》及《南唐书合订》的提要，则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撤出。
因此世无刻本，只有少数抄本存世。
　　1964年中华书局整理重印《四库全书总目》，从故宫博物院中将此书的提要找到（最早见于王重
民《李清著述考》），附在书后。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存有抄本，虽属抽毁原本，惜均不全。
此抄本属全帙，前半部书法工整，后半部便较潦草，非出一人之手。
前有常熟瞿耀邦题记云：“海内传抄本闻仅有二部半，而此本最善，信书林异宝也。
”　　《明文海》文渊阁本抽毁余稿　　《明文海》文渊阁本抽毁余稿　（明）黄宗羲编纂。
《明文海》是一部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明代文稿总集。
清朝乾隆对《四库全书》进行复检时从内廷文渊阁原藏抄本中抽毁的部分散叶，共一百三十五叶，此
散叶装订成册，从未刊刻。
现藏于河南省图书馆。
卷前有刘阳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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