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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中已明确提出
!研究古籍版本"不但要注意不
同的刻本" 还要注意同一刻本
的不同印次#的观点$在程先生
参与点校的仇兆鰲%杜诗详注&

一书中" 也充分注意到底本的
印次选择$然而"或许是限于当
时古籍利用的客观条件" 这些
可贵成果都未能体现在%释例&

中$ 从这一点来说"%困学纪闻
注& 在底本选择上能具体到某
一印本 "较 %释例 &的要求无疑
是进了一步'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种进步的取得" 来源于中华
书局年轻一代编辑的主动担
当$ 中华书局老一辈学者谦逊
地将 %释例 &称为 (初稿 #"以示
后辈可依据实践加以修订$ 而
随着古书利用条件的逐步改
善"%释例&)校勘部分* 的个别
观念与表述也确有加以完善的
必要+ 希望这样有意义的工作
能由书局老一辈学者带领年轻
一代学者来共同完成$

!

困学纪闻注& 点校本的推
出" 一方面为当前的古籍

整理树立了新的典范" 另一方
面" 也为学者进一步研讨思考
提供了有意味的话题$

翁注的原刻本" 据笔者所
知"其实存在三种印次"彼此文
字互异$ 原本刻成之后一年翁
元圻才去世" 他还有时间对印
板加以修订" 所以笔者猜想上
述两次改动均出自作者本人$

所见之初印本" 一复旦大
学图书馆藏本"十四册"曾为宋
育德故物" 钤有 !奉新宋育德
印*,!公威藏本 *,!卷雨楼 *等
印'一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本"八
册"曾为沈阆崐故物 "钤有 !北
座从官东山外史 *,!肖岩藏书
之章* 等印" 书眉多有朱色校
笔" 出自与中华书局渊源甚深
的前辈学者孙人和先生之手 +

这两部印本印次一致" 均有数
处明显的讹脱+卷二!郑康成注
%禹贡&九河云*条"初印本翁注
之末有 !%书 &%诗 &正义皆孔颖
达所作 "而不同如此 *一句 "为
后来印本削去" 但比照翁注稿
本"实有此句"可见初印本并非
一无可取+

所见之中印本为上海图书
馆藏本" 相当于点校者所称之
!后印本*"文字有挖改订正+北
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翁
注原刻本"有李慈铭批"凡例末
有李氏手跋 "也属中印本 -%续
修四库全书&曾予影印.$ 检李
氏 %越缦堂日记 & 咸丰辛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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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十日记"有)翁载
青全是簿录 "略无心得 *之语 "

不算好话$ 国图藏本上的李氏
跋较晚出"称)后得余姚翁方伯
此本" 则为窭人解衣珠矣*"通
篇写得成熟稳重" 全无当年的
犀利风格$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李氏随年岁增长" 加深了对本
书的理解'另一方面"本书既是
翁氏曾孙 )巳兰农部 *所赠 "李
氏作跋时便不免有人情的考
虑$ 巳兰指翁元圻之孙学濬的
长子翁琳 "一名庆龙 "字述曾 "

曾任户部河南司主事$

所见尚有一种后印本 "在
中印本基础上改动文字" 比如
卷十一 )箝语燔书 )条 "翁注引
%史记/始皇本纪&!丞相高杀二
世"恐诛"乃详以义立我*"初印
本,中印本均作!详*"后印本挖
改为!诈*$ 查考现存%史记&早
期版本 "无论是属于单 %集解 &

本系统的宋绍兴淮南东路转运
刻司本" 还是属于 %集解&%索
隐& 本系统的宋淳熙桐川郡斋
本,宋乾道蔡梦弼东塾本"属于
%集解&%索隐&%正义&本系统的
宋建安黄善夫本, 元至元彭寅
翁本"此处均作!详*$这段文字
又见于 %资治通鉴 &卷八 "属于
浙本系统的宋绍兴两浙东路茶
盐司本 , 明嘉靖孔天胤本作

!详*" 属于建本系统的宋刻十
一行本作 !诈 *"元建刻胡三省
注本及清嘉庆胡克家翻本同作
!诈*$由此判断"翁注后印本这
一处改动实有所据" 也许并非
出自 %史记 &"而是出自 %通鉴 &

建本系统的某个本子$

孙通海先生确定原刻中印
本为底本"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他以中印本为据来撰写校勘
记"对这些异文均不出校"也是
常规的做法$ 按行业过去的一
般认识" 这些内容只须点校者
自己知道即可"逐条写出来"不
但不值得夸耀" 反而像是给读
者增添了麻烦$ 从%释例&来衡
量"这已完全符合要求$ 不过"

翁注原刻本是一个比较特殊而
又典型的例子"它有三种印本"

文字各有特点" 即使文字多误
的初印本" 也有个别内容与更
早出的稿本发生联系' 而后印
本的异文亦自有其文本依据 $

这些印本异文又对后来传本产
生影响0 比如刻于清咸丰间的
经纶堂本, 小嫏嬛山馆本便出
自原刻中印本' 清光绪十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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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及
后出的上海点石斋,文瑞楼,鸿
章书局等诸家石印本则出自原
刻后印本$ 从完整建构文本形
成历史, 反映文本流变过程的

角度来要求" 上举的某些异文
恰恰是有必要予以呈现的$

笔者提出这一点" 并非仅
仅针对本书" 而是想通过这个
实例" 反思目前古籍整理点校
的一些习惯做法$ 以%释例&这
一学术成果为代表" 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以来" 中国大陆的
古籍点校整理其实是以 )备列
众本,定其是非*作为基本观念
与目标" 很少从客观反映文本
系统特征与线索的角度对校勘
作进一步要求$ 随着版本研究
的深入" 这种做法的负面效果
会逐步显现" 甚至会影响到一
些目前正在进行工作的成效 $

当然" 这是从本书衍生而出的
题外话"可以另写文章讨论$回
归本书"除底本选择之外"本书
其实还有不少可称赞之处 "如
新编目录"为条目加排数字码"

排版分清眉目" 都为阅读带来
方便"有心的读者自能体会"不
必笔者赘述$ 在此要郑重地感
谢点校者孙通海先生" 感谢中
华书局具有高度专业素养的编
辑" 感谢他们为大家提供了一
部高质量的整理本$

"本文撰写得到北京大学中

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先生#中华

书局图书馆张威先生#中华书局编

辑李爽女士的帮助$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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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美国大行其道的

!智库" 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机

构# 专家们煞有介事地恭候在

此$不管他们隶属于布鲁金斯

学会$还是听命于美国传统基

金会$总之都是用自身的专业

知识来为一些政治的或者经

济的因素背书# 并且$无论是

多么高明的专家$他的见解最

终总是要和意识形态相吻合

的 # 卡内基基金会忙于推动

!加速废止国际战争"$布鲁金

斯学会在潜心研究联邦政府$

看上去个个都在为严肃的事

情操心$个个都仿佛拥有一个

可以解决世界上一切疑难杂

症的超级智囊团#

最近$%纽约时报&和其他

一些行业出版物揭示的诸如

金融 '能源监管 '环境问题和

烟草企业等问题$ 直接显示$

有些智库参与了数据操纵$还

利用专家对一些科学问题和

政府事务发出不客观的评论#

民众对此也并未感到特别惊

讶 $他们多少也知道 $如今所

谓的专家可能已经成为了驴

象之争的宣传工具#

历史地看$为了宣传目的

而不断生产数据'报告的专家

团队的确已经成为了有力的

政治工具# 但是$智库这种团

队形式$从最初的产生到发展

成现在的样子$其实是走过了

一条变化发展道路的$其中既

不避讳种种金钱的交换$也有

自由思想和独立意志的彰显#

对智库而言$这两者都是它的

基因#

在欧洲$智库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公元
!

世纪# 当时$君

主开始和天主教会争税# 雇佣

一支独立的律师团队$为君主

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与教会对

抗的传统$一直从当时的查理

曼大帝延续到
"#

世纪#

"$

世

纪法兰西的君主们仍然在喋

喋不休争取主教的任命权以

及将教会的部分收入收归己

有的权力# 在这旷日持久的争

吵中$教皇和君主纷纷求助于

律师(((一般是独立的贵族

或神职人员$他们一定程度上

保有专业层面的独立性$在此

基础上提供建议# 从
%&

世纪

到
%!

世纪$ 在新教和天主教

改革期间$神职人员和法律历

史学家团队合作$搜遍档案馆

和图书馆$书写了守护君主的

宗教权力和税收权力的历史#

新教的学者辛苦耕耘$取得丰

硕的学术成果$于是被天主教

会视为眼中钉# 于是$天主教

会也组织人手大搞学术研究#

这一时期的此类独立学术团

体几乎可以被视为今日智库

的祖先#

!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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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词虽然是现代词汇$但它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
"&

'

"$

世纪

的人文学术脉络中# %牛津英

语词典&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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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机构的

一个专家团体$对特定的国家

事务和商业事务提供建议和

看法*#过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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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的词是 !

->52,>

"$解

释为!专业人员的组合"$通常

是指在政府机构内的专业人

员 #

"$

世纪皮埃尔,芮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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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来指

称当时著名的医学家'慈善家

泰 奥 夫 拉 斯 特,勒 诺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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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巴黎的办公室# 这个办公

机构得到了当时权倾一时的

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特许$这不

仅是一个扶助穷人的医疗专

家机构$也是一个听命于黎塞

留的新闻和宣传中心#

"&

世纪末'

"$

世纪初$研

究团队十分普遍$ 国家也非常

依赖独立的学者及其专业知

识 # 比 如 $

"&DE

年 代 末 $

C(!./.52 F./215.0

是 很

受黎塞留重用的历史学家和档

案人员$ 黎塞留还曾派他处理

外 交 事 务 #

C(!./.52

F./215.0

既不是重要的贵

族$也不是职业外交人员$但他

在统治秩序'封建权力'教规和

民法'内部管理'政治历史和国

际商贸等方面有专业知识和卓

越才能# 路易十三早在
"&"D

年就任命他为皇家历史学家
7

"&"G

年任命他为皇家档案的

保管总监# 按照今天的通行称

法 $

C(!./.52 F./215.0

相

当于技术专家或顾问$ 依靠自

己的专业知识为重要事务提供

咨询# 这其实就与今天的智库

专家非常相似#

)节选编译自南加州大学

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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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漂洋过海的
赤壁赋瓷&一文作者在荷兰
莱 顿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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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末误为德国$ 该校是
荷兰名校"创办于

68$8

年"

获诺奖者有
69

人" 亚洲研
究也历史悠久$莱顿还有家
博睿-

:/,;;

.出版社"素来以
出版研究东方传统人文学
图书著称于世$

以上承蒙徐文堪先生
相告$ 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