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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蜀慧

生活如此美丽
蒋世国

第8版 华夏·翰墨

■编者按：

今年，点校本《陈书》修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于近日获得中华书

局年度双十佳图书的荣誉。至此，历时 13年的南朝“齐梁陈”三书修订

工作圆满完成。同时，这也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出

版的第 11部修订本。对于修订主持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景蜀慧来

说，这次修订成为她学术生涯的浓重一笔，她希望做出古籍整理的精

品，让人们更加亲近这段历史，推动相关史学研究。近日，人民政协报记

者专访景蜀慧，听她讲述“修史”那些事儿。

第7版 悦读·连载

第6版 艺文·荟萃

“背包客”十日（四）

冯 并

如何为孩子选用于讨论
的书？

朱永新

其美多吉的邮车（下）

徐 鲁

记者手记：

我的舞蹈之梦
迪丽娜尔·阿布拉

史上的江南 心中的江南
周 岚 崔曙平

音乐创作中的想象
与科学思维

王次炤

▲点校本《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本

一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华书局组织全
国百余位文史专家进行了“二十四史”及《清
史稿》点校工作，这是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古籍
整理工程。2006年起，中华书局又开始着手
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
程，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完善点校本。

2008年，我接到中华书局的邀约，担任
《南齐书》《梁书》和《陈书》的修订主持人。由
于修订工程十分庞大，需要在全国物色学者
作为各史修订主持人。考虑到点校和修订的
连续性，以及学术传承，一般希望由原点校者
门下的学者继续修订工作，但是点校本“南朝
五史”负责人王仲荦先生的学生中没有合适
的人选，便另寻他人。之所以找到我，我想，可
能的原因是，南朝是非常重视文学和文化的
时期，对于点校者有兼顾文史的考虑，而在魏
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我的老师缪钺先生一
直以“文史兼长”著称，并且他与王仲荦先生
交情很深。我自小喜欢文学，又受业师熏陶和
训练，读书治学也一直比较偏重文学。

接到这个邀约，我自然感到十分荣幸。
“二十四史”在传世史部文献中非常重要，点
校本“二十四史”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标志
性成果。作为历史后学，我是读着点校本成长
的。能够参与修订工作，可谓学术生涯可遇不
可求的经历。虽然意识到修订工作会比较艰
巨，但我还是下决心接受了这个任务。

最初，我设想的是，修订工作需要有一定学
养、训练成熟的学者来做，所以邀请一些年轻学
者组成团队，三史同时推进。但是随着修订的展
开，才发现还是低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和需要
花费的时间。加上人事上也出现一些变动，所以
我们部分调整了原来的工作方案，其中《梁书》
仍由暨南大学赵灿鹏教授承担主要的修订工
作，我最后审核定稿。其余二史修订，则在人手
上做了补充，遴选优秀的研究生参加。

修订工作本身，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更为
复杂。从已经出版的修订本“齐梁陈”三书可以
知道，修订其实并不是在点校本的基础上小修
小补，而是重新选择底本，调整通校本、参校
本，并集合吸收学界近50年的研究成果。从段
落字词到标点符号，都需要细读文献，清理复
核原点校本所有校勘记，尽可能详尽地撰写修
订长编，在其基础上补充修改乃至重新撰写校
勘记，工作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估计。以刚出
版的《陈书》为例，校勘记从原有的534条增加
到960条，其中删去旧校约110条，新增校勘记
542条，改写原校记约160条，修改补充原校记
185条，沿用原校记73条，改动标点数百处。

二

为什么要重新选择底本，并调整通校本
和参校本？

点校本《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当年
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王仲荦、卢振华、张维
华三位先生承担点校工作，在校勘，订误方面
有不少创见，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普通读者
的普遍好评。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三
书点校本在底本、通校和参校本的选择上，尚
存在较多的改善余地。比如《梁书》，点校时采
用了不设底本、择善而从的方式，《南齐书》
《陈书》则以百衲本为底本。至于通校本和参
校本，三书点校本主要选择了明清以后版本，
如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
这些版本与早期版本存在一定差异，依据其
版本异文去校勘订改底本，难免造成一些新
的问题，甚至影响读者对文献的阅读理解。

这次修订，我们在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
基础上，在版本选择方面下了比较大的功夫。
比如《南齐书》修订用的底本，我们改用国家
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这个底本刊
刻精良，保存基本完整，保留了较多的宋元版
刻，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品相最好的版本，
也是百衲本的底本。百衲本虽以这一版本为
底本，但刊印时有较多挖补描改修润，一定程

度上有失宋元本旧貌，这一版本明显优于百
衲本。中华再造善本丛书2004年出版了这个
版本的影印本，也为我们提供了便利。除此之
外，我们也调整补充了通校本和参校本。比如
原来通校本没有用北监本，认为其沿袭南监
本，没有太大价值。经过和南监本以及殿本的
比对，我们发现，其实北监本在刊刻时对南监
本的改订不在少数，而且基本被殿本沿用，有
其特殊价值，因此将其纳入通校本。

《梁书》没有完整的宋刻宋元递修本传世，
最好的版本为南宋绍兴年间刻递修至明初的
40卷残本，现藏台北故宫图书文献馆。《梁书》
百衲本是用这个版本加三朝本拼配而成，可以
算是《梁书》最好的完整版本。这次修订，改变
了原点校本无底本校勘的做法，选用百衲本作
底本，同时用台北故宫藏的40卷残本和上海图
书馆、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日本内阁文库
等处所藏的6种三朝本作通校本，在版本采用
和处理上比原点校本有很大提升。

比较而言，《陈书》在南北朝史书中版本情
况是最好的。我们在深入版本调查基础上，选
用早于百衲本的中华学艺社本为底本，又将存
世的全部宋刻本，包括两种全本和4种残本，以
及两卷日本平安时期钞本列入通校，加上三朝
本、南北监本、汲本、殿本等明清时期版本，《陈
书》修订的通校参校本有13种之多，远远超过
了当年点校本所具有的版本条件。

总之，得益于出版事业以及数字技术的
飞速发展，使修订组有条件搜集更多的早期
版本，我们也在版本调查上倾尽全力。比如台
北故宫、日本静嘉堂等处收藏的版本，我们都
曾过目查阅。为了查看搜集这些版本，我们利
用了各种机会，访学、开会，甚至用旅游签证
方式去寻访，有时还委托同事朋友帮忙代查。
一旦发现新的比较重要的版本，就想方设法
将其用于修订，以此力求尽量接近和还原史
书的本来面貌，不留遗憾。

三

早期版本对于正确理解史文，还原史书

原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南齐书》
到《梁书》，再到《陈书》修订，我们对此点深有
体会。由于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宋元本和部分
早期钞本，有条件和明清以后版本进行系统
细致的比对校勘，不仅可以比较确切地判断
二者的差异和正误，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探明
其致讹之因。

比如在《陈书》卷一《高祖纪》梁敬帝在禅
位给陈霸先之前，于太平二年九月辛丑诏书
称颂陈霸先的功绩，其中有一句话，“重华大
圣，妫满惟贤”。分析文义，这里“重华”指的是
舜，那么“妫满”又是谁呢？从《史记》的记载可
以得知，妫满乃陈姓始祖胡公满，为舜之后，
故为妫氏，舜与胡公满一圣一贤，两句正好相
对；而“妫汭”是舜为庶人时居住的地方。根据
这类文体骈对的惯例和上下文义，特别是下
文列举“亶甫”（后稷之后）、“羲和”（重黎之
后）的情况，可判断出此处应为人名“妫满”而
不应为地名“妫汭”。“妫满”二字，宋本皆同，
但从“三朝本”以下，明清各版本均改为“妫
汭”，原点校本亦改作“妫汭”，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诏文的原意。所以修订本将此字改回底
本，并出校说明版本异文。

明人在读古书时，有些意思不太明白的，
会改动文义；有些字形看不清楚，也改成别的
字。比如在《南齐书·张融传》载《海赋》有“窂
浪硠拉，崩山相 ”二句，“硠拉”本为双声连
绵的拟声词，但宋刻本“拉”字与下面“崩”
靠得很近，明人可能因为看不清笔画，所以
南监本以下各版本都将宋本的“崩”字分拆，

“山”字头上属，所以“拉”字改作“掊”，“崩”则
改作“朋”，这两句成为“窂浪硠掊，朋山
相 ”，由于语义难通，给后人在解读上造成
很多麻烦，此次《南齐书》修订本依底本回改，
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类似的情况，还有大量的例子，原点校本

据明清版本所做的改补删我们都逐一核校清
理，凡不宜改补之处，都从底本回改。

除了充分利用早期善本，我们在修订中也
充分参考和吸收采纳了近几十年有关魏晋南北
朝历史和文献的研究成果，发挥修订组成员的
专业所长，在精读文本、深入史境的前提下，准
确理解史文史事，将严谨深入的断代史研究和
细致扎实的文献校勘相结合，对史籍进行订讹
补正。同时还尽可能改善原来处理不够规范之
处，比如在引用文献书证时对不同史源材料的
区分、对底本中脱衍讹误的处理方式、校勘记表
述方式，乃至于标点符号使用的进一步规范等
方面，都力求精准，以提升修订质量。而在这一
过程中，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

四

“齐梁陈”三书修订历时13年，个人觉得最
大的收获，除了能够看到的三部修订本出版之
外，就是年轻学人的锻炼和成长。我们古代史专
业培养学生非常强调基本功训练，最重要的史
学基本功之一就是史料文献的解读能力，要求
从版本目录、文字校勘入手，层层深入史源，彻
底清理史料的内涵，从而做出最接近正确的解
读。我们以前会开设史料文献目录课或读书课，
但缺乏版本校勘训练的环节，这次三书修订的
机缘，令大家获得了最好的学习和训练机会。参
与修订的每一成员都有严格要求，必须逐字逐
句，细心谨慎处理文献的版本及史实、制度、语
词等各种具体问题，并用准确规范、逻辑清晰的
语言写出修订长编，同时还要在反复讨论中接
受质疑，最后才形成修订意见。其后校勘记的撰
写尤其关键，因为涉及许多重要文献信息的保
存记录，我们在出校尺度的把握上非常审慎，对
校记撰写的文字规范也有严格要求，可能一条
长编好几千字，但相关的校勘记只有十几个字，
有的甚至不能体现在校记中。这对年轻学者的
训练是全方位的，他们学到的不只是知识和方
法，还有治学态度和学风的熏陶，懂得学术研究
来不得半点浮躁。

实践证明训练卓有成效，做《南齐书》时，几
乎每一位参与工作的博士生毕业论文都完成得
很出色。有的学生以修订中涉及的职官品秩为
基础，仔细梳理，思考拓展为博士论文的内容，
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制度史的发端；也有学生从
三史中引用的《夷夏论》《明道论》等佛道义理论
辩之文的深入探讨入手，展开中古佛教义理的
研究，写出了出色的论文。而年轻学人多维度的
深入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解决修订过程中不
断遇到的新问题。

完成“齐梁陈”三书修订之后，接下来可能
还有一些收尾工作要做，比如修订长编，希望能
把它们整理出来，让读者了解校勘记之外的更
多学术信息，从而对“齐梁陈”三书所反映的历
史和文献有更深入的认识。

回首来时路，苍茫极水波。时至今日，我们
都还非常怀念从事修订工作的时光。十多年来，
修订组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力，对修订内容反
复讨论修改，集思广益，前后几经易稿。对我来
说，从事这项工作苦乐参半，回想起来也是百感
交集。一切都会成为过往，只希望通过我们的修
订工作，为广大读者提供古籍整理的精品，推进
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精修十三载，还原三朝史
口述/景蜀慧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谢颖

在接到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
稿》修订工程中“齐梁陈”三书修订任务
之前，景蜀慧正专注于从文史互证和医史
互证的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
史与医药文化史。读书、开课、带学生，
忙得不亦乐乎。接下任务后，最初她预想
三五年时间完成，没想到一做就是13年。

修订工作仿佛是一个无底洞，吸入了
她和修订组成员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不
过更多的，是收获。

作为历史专业学者，对于版本校勘，
景蜀慧并不算是“内行”。一边工作、一边
学习，久而久之，竟然“上了瘾”。看到不
同版本，看到异文，大家甚至会“两眼放
光”，像侦探一样细细追寻，抽丝剥茧，最

终“真相大白”。
讨论会上，唇枪舌剑是最常见的场景，每

个人的大脑都在高速运转，手也在迅速敲击
键盘，有时候，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可能会

“梗”很久，最后一旦解决了问题，所有人都从
心里笑了出来，很快乐。用景蜀慧的话说，那
是一种纯学术的、非功利的快乐。

不过，快乐毕竟短暂，更多的是漫长的甚
至繁琐的工作。同时伴随的，还有各种有形无
形的压力。而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同
时保持内心的激情，学术研究才能扎实深入，
才能做出经得住考验的古籍整理精品。让景
蜀慧十分欣慰的是，直到现在，还有好些已
经毕业的学生跟她说，参与修订工作是求学
生涯中最快乐、最充实的时光。

在“冷板凳”上感受学术的快乐
本报记者 谢颖

▲2017年7月，《南齐书》修订组部分成员在中华书局办公室和编辑组一起，做出版前
的最后修改，左二为景蜀慧。

塔石

塔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