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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宋郭允蹈的《蜀鉴》是一部西南地区的通史著作。
它记载了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在宋代以前的历史发展变化，史料价值极高。
在历史编纂学上，《蜀鉴》熔纪事本末体和网目体为一炉，提供了新的历史表述方法。
《蜀鉴》具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总结了历代经略蜀地的得失，探讨了各关隘要地在攻守中
的战略地位，为南宋政权抵御蒙古保有蜀地提供资鉴。
因此，《蜀鉴》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述。
郭允蹈，《宋史》无传，事迹不详。
然在四库馆臣以前，《蜀鉴》多题为李文子着①。
方孝孺在《蜀鉴序》中就称“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尝仕于蜀，搜择史传，自秦取南郑至宋平孟昶，
上下千贰百年事系乎蜀者，为书拾卷。
凡国统之离合，地势之险易，贤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与夫忠顺致福之效，逆乱取祸之原，莫不毕
举而详之，名曰《蜀鉴》”②，认为是李氏所著。
甚至早在元初，胡三省就认为《蜀鉴》是李氏的作品，其为《通鉴》作注中云：“近世有李文子者，
蜀人也着《蜀鉴》日：南郑自南郑，汉中自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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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蜀鉴》是一部西南地区的通史著作。
它记载了四川及其周遍地区在宋代以前的历史发展变化，史料价值极高。
《校注》校注的目的是为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本完整的点校正确度较高的、文字接近原貌的又能
反映学术水准的《蜀鉴》校著本。
因此在校著中做到了融会众家，详略得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蜀鉴》校注>>

作者简介

作者：（宋代）郭允蹈 注释 解说词：赵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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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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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蜀李寿从烊舸引獠人蜀。
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真之地。
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
又从胖舸引獠人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獠居。
蜀本无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
时蜀人东下者，十余万家。
獠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
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
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
诸夷之中，难以道义招怀也。
《北史》不载李寿纵獠，而言獠自出，未知首祸知因，桢李膺《益州记》详着其始。
惜司马公之不及此也。
象山，未知何地。
论曰：蜀之衣冠，流徙荆湘，而名郡乐郊，皆为獠居矣，至唐末而患犹未已也。
文物之不逮于两京，几数百年，职此之由。
自蜀通中国以来，得祸未有如是之酷且久也，可不鉴哉。
[一],[晋康帝]即司马岳，字世同。
明帝子，成帝弟，在位两年。
年号建元（343-344）。
[烊舸]郡名。
西汉元鼎六年置，治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辖今贵州大部、广西西北部和云南东部。
蜀汉时辖境略小，治所也有迁移。
萧齐改为南蛘舸郡。
萧梁大宝后废。
  [獠]即僚。
我国古代分布在岭南和云贵川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的泛称，漠至唐分布在桂、贵、云、川部分地区。
郭氏有民族偏见，故称“獠”。
[二],[朱提]郡名。
东汉建安十九年刘备改犍为属国置，治朱提（今云南昭通市），辖今云南会泽东北及贵州威宁、四川
高县一带。
晋以后辖境缩小。
萧齐改名南朱提郡。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蜀鉴》校注>>

后记

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蜀鉴校注》的文稿。
至于能否达到希望中的水平，只有静待时间的检验和读者的批评了。
2006年9月，我来到了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
由于承担《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任务，因此很想尝试一下古籍整理，以获得一些感性的体验和理
性的认识。
2007年，在院长蔡东洲教授的帮助下，就以"《蜀鉴》校注"为题申报了四川省教育厅的社科课题。
在完成过程中，始体会到点校的辛苦。
有时为一字错讹而遍求众书，有时为一逗断句而上下索义，真如《颜氏家训》所说："观天下书未遍，
不得妄下雌黄。
"虽不敢说看尽天下之书，但校勘《蜀鉴》的应看之书，都是涉猎过的。
特别是在七月似火的北京，每天前往国家图书馆，乘坐的公共巴士像蒸笼一样闷热，好在善本室裹有
空调享受。
在这样的条件下校勘，也算是一种乐趣。
人到中年，懂得感恩，《蜀鉴》的整理得到了大家的诸多帮助。
蔡东洲教授是我的领导，帮助我完成课题的申请，时刻关心着《蜀鉴》整理的进程，并表示由学院承
担出版经费。
周斌教授是我在喀什共过患难的朋友，有着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指导着我查找《蜀鉴》的不同版本
，告诫我在整理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文廷海教授、金生杨教授、王胜明教授、蒋晓春副教授等也关心着我，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在北京校勘期间，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查找、提供
资料。
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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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校注》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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