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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事”文体

王庆华

摘　 要：“书事”文体起源于唐宋，作为相对独立的文体归附于“题跋”“杂著”，与笔记杂著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大多为缘
事而生发议论、寄予感慨，少部分以记述人物、事件为主，其命名主要借鉴史学概念，也受到“书事”诗影响。明清“书事”

创作兴盛，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文体，叙事性大增，绝大部分作品以记述人物、事件为主，篇幅普遍增长，人物类型和取材

倾向与传体文相近。“书事”作为集部最为自由灵活的叙事文体之一，与杂记文特别是“记某某事”者关系十分密切，也

在载录人物琐细轶事、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相互取材等方面与笔记体小说相通、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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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文人别集之叙事性文
体研究，多集中于“传”“记”“行状”“墓志”“祭

文”“碑文”等主流性文体，常忽略一些边缘性文

体。古代集部之“书事”文体，起源于唐宋，至明

清兴盛而蔚为大观，其创作延绵千载，代不绝书，

自成一体，但作品数量不多，是典型的边缘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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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亦很少受到研究者关注，目前仅有极个别研究

论文对此文体有专题论述。
①
本文通过全面系统

地梳理现存的古代别集和总集之书事文作品，结

合古人相关论述评论，综合研究其文体之起源发

生、发展演化，同时，从文体之关联互动的角度，探

讨“书事”文体与子部的笔记杂著、笔记体小说和

集部的题跋、记体文、传体文等关联之处，力求将

“书事”文体放置在相关文类、文体体系中回归还

原其起源发生、发展演化的历史文化语境。

一、“书事”文体之起源发生

学界通常认为书事文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人

集部文章明确以“书某某”“书某某事”命名篇章

者，仅有孙樵《书田将军边事》《书何易于》等极个

别作品。
②《书何易于》记载县令何易于亲为刺史

背纤挽舟以避其扰民，焚烧诏书以拒朝廷苛政等

事迹，文末感慨其生前不得重用。《书田将军边

事》则主要为孙樵与田在宾将军议论应对南蛮侵

扰的对话。宋人编刊孙樵《孙可之文集》，这两篇

文章与《书褒城驿屋壁》并列于卷二“书”类。两

者被收入《文苑英华》，《书何易于》被归入卷三百

七十一“纪述二”，《书田将军边事》则被归入卷三

百七十五“论事”。《唐文粹》则将两者收录至卷

一百之“传录纪事”，“传录纪事”除了传体文外，

亦收多种叙事性杂文。显然，这些作品数量极少，

也未形成相对固定的文体规范和书写模式，基本

属于个别作家偶尔为之的创新性“杂著”，从某种

意识上讲，仅可看作“书事”文体之萌芽。

宋代，题“书某某”“书某某事”的书事文创作

数量增多，现存作品达六十余篇，逐步形成一种相

对独立的文章文体，基本可看作“书事”文体之起

源。当时别集收录书事文，归于“题跋”或“书跋”

者较多，如汪应辰《书刘忠肃公事》《书节行王夫

人事》《书吴忠烈遗事》被归入《文定集》卷十至卷

十二之“题跋”，薛季宣《书赵烈侯事》《书郑威愍

公骧遗事》《书丹徒五百事》被归入《浪语集》卷二

十七“书跋”。总集收录书事文，也多归入“题

跋”，如吕祖谦《宋文鉴》卷第一百三十至卷第一

百三十一“题跋”收录了王回《书种放事》《书襄城

公主事》、晁咏之《书张生客遗事》。黄震《黄氏日

抄·读文集》论及《书新安事》《书舒蕲二事》，亦

将其归入“跋”类。也有部分宋人别集归入“杂

著”“杂书”，如李之仪《书赵凤事》《书牛李事》

《书杨绾事》《书刘元平事》被归入《姑溪居士集》

卷十七“杂书”，吕南公《书刘瑾事》被归入《灌园

集》卷十八“杂著”。也有个别作品被归入“记”

“赠”类，如刘安上《书方潭移溪事》被归入《刘给

谏文集》卷四之“记”，魏了翁《书龙协惠事》被归

入《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二之“赠”。

有极个别别集专门设置了“书事”类，如李纲《梁

溪集》卷一百六十“书事”收录《书僧伽事》《书范

文正公事》《书杜祁公事》《书韩魏公事》《书章子

厚事》《书曾子宣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

“书事”收录《书咸淳五年事》《书留梦炎见逐本

末》。

宋代书事文大多以缘事而生发议论、寄予感

慨为基本写作方式。或整篇以议论为主，如曾巩

《书虏事》、周行己《书吕博士事》、谢薖《书元稹遗

事》、李纲《书范文正公事》、邓肃《书扬雄事》、汪

应辰《书刘忠肃公事》、薛季宣《书郑威愍公骧遗

事》、高斯得《书咸淳五年事》等，虽称“书某某

事”，但并未对“某某事”本身进行叙述，而是直接

针对“某某事”发表议论，全篇仅为议论文字。或

前半篇叙事后半篇议论，有丁谓《书异》、苏轼《书

刘昌事》、李之仪《书杨绾事》、刘安上《书方潭移

溪事》、李纲《书章子厚事》、邓肃《书乐天事》、陆

游《书浮屠事》等。或夹叙夹议、叙议交杂，如晁

咏之《书张主客遗事》、晁补之《书王蠋后事》、汪

应辰《书节行王夫人事》《书吴忠烈遗事》、文天祥

《书钱武肃王事》等，前半部分叙述“某某事”，后

半部分生发议论。

也有少部分作品以记述人物、事件的叙事性

为主。或以叙事为主体而文末附以简单议论，有

李之仪《书牛李事》、王回《书襄城公主事》、李纲

《书僧伽事》《书杜祁公事》《书曾子宣事》、薛季

宣《书赵烈侯事》《书丹徒五百事》、楼钥《书老牛

智融事》、魏了翁《书龙协惠事》、高斯得《书留梦

炎见逐本末》等。或基本上属于单纯记事之作，

如李纲《书韩魏公事》、苏轼《书狄武襄事》《书刘

庭式事》、李之仪《书刘元平事》、米芾《书吕溱

事》、张耒的《书司马槱事》《书道士齐希庄事》、陆

游《书神仙近事》《书二公事》等。

宋代书事文载录之事大部分为当时的人物轶

事、遗事、传闻，且主要为士大夫官员、文人、隐士

等，其中有一些人物还与作者有直接交往。
③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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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作品记述社会下层身份卑微的小人物，如苏轼

《书狄武襄事》、薛季宣《书丹徒五百事》、楼钥《书

老牛智融事》等。也有部分作品属于记述前代历

史人物事迹或历史事件，此类书事文写作主要是

为了表达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感慨。
④
整体而

言，宋代书事文篇幅普遍较短小，绝大多数作品多

为二百字至四百字左右，有少部分作品仅一百字

左右甚至几十字，篇幅在五百字以上的作品仅有

《书王蠋后事》《书张主客遗事》《书僧伽事》《书

林舍人逸事》《书东坡宜兴事》《书老牛智融事》

《书咸淳五年事》。

唐宋文人对“书某某事”之命名，应主要是借

鉴史学概念。“书”与“事”连用作为相对独立固

定的一词，较早出现于汉代，主要指史籍或史家书

写、记载历史事实、人物行迹，如董仲舒《春秋繁

露》卷三：“《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

（苏舆 ８２）荀悦《申鉴》：“左史记言，右史书事。”
（范晔 ２０６１）⑤其中，“事”之词义有着广狭之别，
或泛指历史史实，或专指人物之行动，与“言”相

对。之前，“书”已通行书写、记载之义，如《说文

解字》：“书，箸也。”（许慎 １１７）《说文解字叙》：
“箸于竹帛，谓之书。”（许慎 １１７）《礼记·玉藻》：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玄　 孔颖达
５４３）显然，“书”与“事”连用，就是这两个字原有
义涵的自然组合。唐代，“书事”一词基本延续了

此内涵和指称，如《史通》卷第十一外篇“史官建

置”：“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

言。”（刘知几 ３０１）显然承续了“左史记言，右史
书事”。权德舆《黔州观察使新厅记》：“书事以志

美，其古史记之遗乎。”（董诰等 ５０４０）基本沿袭
了广义的书写历史事实之义。《史通》还专列了

“书事”篇，专门论述史家记载各类历史事实的宗

旨、对象及其主要法则。

宋代，“书事”一方面继续沿用前人之义并广

泛指称各类史籍，如沈作喆《寓简》卷三：“史氏书

事之法，为其事关大体则书之。”（２３）费衮《梁溪
漫志》卷第五“晋史书事鄙陋”条：“《晋史》书事

鄙陋可笑者非一端。”（５２）章如愚《群书考索》卷
八《六经门》之《六经总论下》：“史官尤备纪言书

事，靡有阙遗。”（１１９）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
“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

显。”（５７）另一方面，进一步泛化为各类叙事性文
类、文体书写记载人物、事件，如欧阳修《集古录

跋尾》卷八《唐于夐神道碑》：“卢景亮撰。其文辞

虽不甚雅，而书事能不没其实。”（３３９）韩淲《涧泉
日记》卷下：“徐师川作李先之墓志，书事极简而

有要。”（７９２）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四“乌龙黄
耳”条：“陆机《黄耳传》书事，前辈有谓黄耳非犬，

恐家僮姓名。”（３２３）洪迈《容斋随笔》有“左氏书
事”“列子书事”条，阮阅编《诗话总龟》设置有

“书事门”。书事文的篇章命名大都以人物为中

心，“书某某事”之“某某”多为人物名称，可理解

为叙述某某人物之事迹或议论某某人物之事迹，

这显然与“书事”之史学概念相通。

此外，唐宋文人对“书某某事”之命名，可能

还与专门以“书事”为题的诗歌创作相关，如白居

易《病中书事》（三载卧山城，闲知节物情）、《书事

咏怀》（官俸将生计，虽贫岂敢嫌），王维《书事》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杜牧《书事》（自笑走

红尘，流年旧复新），杜荀鹤《闲居书事》（竹门茅

屋带村居，数亩生涯似有余）等。“书事”诗所书

之“事”，范围极广，可状目前之景、当下心境，也

可叙自身一段经历或见闻，还可记述当时社会历

史事件、吟咏前代史事等。宋人延续唐人之风，

“书事”诗创作更加繁盛，题材内容也更为丰富，

如陈师道《夏日书事》（花絮随风尽，欢娱过眼

空）、戴复古《书事》（喜作羊城客，忘为鹤发翁）、

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四首》（四顾山光接水光，

凭栏十里芰荷香）、陆游《书事》（生长江湖狎钓

船，跨鞍塞上亦前缘）等，有些作品叙事性更加鲜

明，如郭祥正《漳南书事》：“元丰五年秋，七月十

九日。猛风终夜发，拔木坏庐室。须臾海涛翻，倒

注九溪溢。湍流崩重城，万户竞仓卒。马牛岂复

辨，涯渚恍已失。”（９５）唐宋“书事”诗广为流行，
其功用宗旨与“书事”文体非常接近，因此，书事

文命名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书事”诗启发。

宋代书事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体，多被

归入“题跋”或“杂著”，与其文体特性密切相关，

也反映了“书事”之文体渊源。集部的题跋文起

源于唐宋：“古人跋语不多见，至宋始盛。观欧、

苏、曾、王诸作，则可知矣。”（王水照，第 ２ 卷
１４８４）“汉晋诸集，题跋不载。至唐韩柳始有读某
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

语，然其辞意亦无大相远也，故《文鉴》《文类》总

编之曰‘题跋’而已。”（吴讷 　 徐师曾 ４５）“题、
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举类以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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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１３６）古人基本将此类文体看作因观览书
籍、字画等而题写于书籍卷帙之后的随笔札记之

类。“跋者，随题以赞语于后者也。”（王水照，第 ２
卷 １４８４）“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
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

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

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吴讷 　 徐师曾
１３６）此类作品之篇名多为“读某某”“读某某后”
“跋某某”“某某跋”“跋某某后”“某某跋尾”“书

某某”“书某某后”“记某某”“记某某后”“题某

某”“题某某后”“某某后序”等，其写作形式灵活

多样，或品评议论，或记述叙事，或说明内容，或考

证辨订，或生发感慨等，一般篇幅短小，风格简峭

精炼，“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

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

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书者，书其语。读者，因

于读也”（吴讷　 徐师曾 １３６）。宋代书事文被归
入“题跋”主要因其缘事而生发议论、寄予感慨的

写作方式与题跋之品评议论非常接近，而且书事

文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读史书的随笔札记，本身就

与题跋性质相同。此外，书事文“书某某事”的命

名方式，也容易与题跋之“书某某”“书某某后”混

淆。“题跋”有着众多不同种类的命名，书事文被

特别称为“书某某事”以区别于“书某某”“书某某

后”等，应是源于宋人特别突出强调以“事”为中

心，载录人物轶事、缘事生发议论，都以“事”为文

章主体。从宋代书事文作品来看，当时“书事”之

文体规范应以缘事生发议论为主而兼有单纯记述

人物事迹的功用。

宋代集部之题跋文与子部之笔记杂著存在诸

多相通之处，书事文亦可看作与笔记杂著相近的

一种文体。宋代，文人笔记杂著勃兴，此类著述多

命名为“笔记”“随笔”“笔谈”“笔录”“笔丛”“丛

说”“丛谈”“漫录”“杂记”等，如《密斋笔记》《老

学庵笔记》《容斋随笔》《梦溪笔谈》《杨公笔录》

《萤雪丛说》《桂苑丛谈》《云麓漫钞》《缃素杂记》

等，大都为随笔札记的形式，体例随意驳杂、内容

包罗万象，多以议论杂说、考据辨证为主，而兼记

述见闻、叙述杂事，“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

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

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

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纪昀

等 １６３６）。从某种意义上说，题跋就是依附在书

籍字画上的读书随笔、学术札记，收入文集时，命

名为“题某某”“跋某某”等，独立以成文。笔记杂

著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也属于读书随笔或学术考证

札记，两者内容性质基本相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

说，笔记杂著中一则随笔札记就是未独立拟题成

篇的题跋文。洪迈撰《容斋随笔》之《容斋四笔》

卷五云：“因忆德甫在东莱静治堂，装褾初就，芸

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

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容斋随笔》３７８）这
五百多处题跋文字，何尝不可看作读书笔记？宋

代黄伯思之笔记杂著《东观余论》，就是以《法帖

刊误》为基础辑录日常所作题跋而成。李之仪撰

《姑溪居士集》文集卷十五之“杂题跋”收录两则

未特别命名的题跋，前一则属诗话，后一则评论书

法，完全可看作笔记杂著之文。《南溪笔录群贤

诗话》专列有“东坡题跋”，直接将题跋中的论诗

之作收入。苏轼大量题跋杂记，也被宋人收录于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以及《诗话总龟》《苕溪

渔隐丛话》等，如钱谦益《跋东坡志林》：“世所传

《志林》，则皆琐言小录，杂取公集外记事跋尾之

类，捃拾成书，而讹伪者亦阑入焉。”（３８—３９）明
人搜辑和重编东坡集时，则又大量从《东坡志林》

《仇池笔记》中取材，拟题为“书事”“书后”等，而

归入“题跋”（罗宁，《中国苏轼研究》１２３）。明代
毛晋《津逮秘书》编纂《东坡题跋》《山谷题跋》

《放翁题跋》《容斋题跋》等宋人题跋集二十部，其

中不少题跋集亦从其人之笔记杂著取材，如洪迈

《容斋题跋》取材自《容斋随笔》。因此，部分书事

文作为题跋之细类，自然会与笔记杂著存在相通

乃至混杂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书事”文

体之起源，也可看作笔记杂著遁入文人别集而形

成的特殊文体，是笔记杂著直接影响集部之叙事

文体类型发展演化的产物。

宋代书事文被归入别集之“杂著”“杂文”，应

主要源于对其创新性文体归类的困惑。一般来

说，“杂著”“杂文”主要是容纳那些种类驳杂、体

式不一、无法明确文体归属的作品，徐师曾《文体

明辨序说》云：“按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以

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著。”（吴讷　 徐
师曾 １３７）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文而谓之杂
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

无一定之体也。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

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吴讷 　 徐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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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４６）因此，“杂著”也往往成了各类前无古人
的创新性文体的容身之所。书事文是一种数量较

少的创新性文体，宋人对此不可避免地面临归类

之困惑，归入“杂著”“杂文”也就是一种便宜处理

方式。

二、“书事”文体之发展演化

元代书事文创作低落，现存作品数量极少。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书事文创作兴盛，作品数量

大增，发展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叙事性文体。经

全面梳理明清文人别集，得三百三十余篇作品。

在文人别集中，“书事”开始普遍作为一个独

立类目，取得了完全独立的文体地位。有的与

“传”“行状”“祭文”“事略”等叙事性文体并列，

如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八“传、书事”，焦循《雕

菰集》卷二十三“事略、书事”，张贞《杞田集》卷五

“志、题名、纪行、书事、说、表、书、碑”，邵长蘅《邵

子湘全集》之《青门簏稿》卷十四“行状、行述、书

事、祭文”，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十六“书事、

传、家传、别传、传论”。有的则与“跋”“题跋”

“杂著”“书后”等并列，如桂馥《晚学集》卷五“书

后、书事”，钱维乔《竹初诗文钞》卷四“跋、书事”，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八“书事、杂著”，王元启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三“书事、题跋”。也有部分

文集将“书事”完全独立单列，如吴应箕《楼山堂

集》卷十九之“书事”，董沛《正谊堂文集》卷二十

二“书事”，郝懿行《晒书堂集》文集卷五“书事”，

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二十二“书事”。文人自道

其书事文创作，明确称为“书事”，如朱筠《笥河文

集》卷十五《书歙程密事》文末称：“余在江南时，

试有闻，后来京师，手写君诗之仅存者为一卷，而

乞余书其行，作书事。”（２９６）《书萧山汪氏二节妇
事》文末称：“余亦以其理信而书之，作书事。”

（２９８）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十《李良年》谈到文集
编次分类亦明确将“书事”作为一类：“尝欲罗当

代人文甄录为一集，曰文纬。先诗、次骚、次赋、次

奏疏、次制策策问、次经旨、次论、次议、次碑表志

铭、次记、次颂赞、次书、次叙、次考、次辨、次解、次

说、次祭文哀辞诔、次传、次书事、次题跋、次杂著，

为类二十有一，为体三十，盖略取文粹例也。”（钱

林等 １６３０—１６３１）
在清人文章总集或选集中，书事文的收录归

类情况也基本与文人别集一致。薛熙编《明文

在》卷九十一“录、书事”收录高启《书博鸡者事》、

归有光《书郭义官事》《书张贞女死事》，王昶辑

《湖海文传》卷六十六“传、书事”收录邵志纯《书

潘孝子》《书王贞妇》、张庚《书焦存儿事》、朱筠

《书罗烈妇李事》《书烈妇景事》、杭世骏《书赵氏

老婢事》，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七十

二“书一”（“书”与“题”“跋”相邻）收录李德裕

《书大孤山》、孙樵《书褒城驿壁》《书田将军边

事》《书何易于》、陆龟蒙《书李贺小传》。

明清书事文的文体形态基本承袭了宋人的写

作模式，不过，相对宋人而言，明清书事文的叙事

性大大增强，绝大部分作品都属记述人物、事件为

主者，且其中单纯记事者亦占相当比例。这首先

表现在此类作品的文体归类上，大量文集、总集

中，“书事”与“传”“行状”“祭文”“事略”等叙事

性文体并列。以缘事而生发议论、寄予感慨为主

的，仅有钱谦益《书瀛国公事实》《书武林禳夷

事》、王铎《书甘侯事》、朱鹤龄《书史仲彬事》《书

王公可大事》《书阁学周公事》《书张烈妇事》、张

履祥《书宋理宗事》《书里士事》、余缙《书萧长源

事》、魏禧《书碧澜妾事》、朱彝尊《书戴贞女事》、

屈大均《书邓许二女事》《书叶氏女事》《书林节妇

事》
⑥
等很少一部分作品。

相对宋代书事文多为二百字至四百字而言，

明清书事文篇幅普遍增长，绝大多数作品为四百

字至七百字左右。这应与明清书事文的叙事性功

能大大增强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题跋类的议论性

文体以缘事议论为主，重在寄托发挥，篇幅一般不

会过长，而叙事性文体以记叙人物事迹、历史事件

为主，载录人物经历和轶事、事件过程，篇幅一般

会稍长一些。有少部分作品篇幅较长，长达一千

字左右，如《书张贞女死事》《书张御史事》《书盗

杀周皇亲事》《书富林二曹先生遗事》《书沈伯和

逸事》《书郑仰田事》《书邹平赵于城事》《书史仲

彬事》《书宋九青逸事》《书钱美恭寻亲事》《书吴

潘二子事》《书文安孝子王原事》《书赵一桂事》

《书牧子先生遗事》。
⑦
此类作品篇幅较长，类似于

传记，或比较完整叙述人物经历或多件轶事或遗

事，或比较完整地记述一个历史事件。极个别作

品篇幅更加漫长，甚至达二千字至四千字，如《书

戚三郞事》《书贵州赤水张氏事》《书张郎湖臬使

逸事》《书米脂令边大绶事》《书刘松斋先生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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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滑县平贼事》《辛丑河决大梁守城书事》《书桐

城程忠烈公遗事》《书沔阳陆帅失陷江宁事》《书

昆明何帅失陷苏常事》《书左侍郎使北事》。此类

作品篇幅漫长，多为叙述人物的丰富经历或一个

重大历史事件。《书西宁等卫故明边事》篇幅近

万字，记载西宁卫相关的多种奇闻逸事，“范子作

蕃族志，其事实得之西宁官署故册中，又质诸土

人，故其言详核。余节其要并书之”（宋征舆

３８５）。《书福王时异事》近五千字，记载福王在位
时的系列异事，“福王以甲申六月中即位，乙酉五

月中咄奔，首尾约一年，而异事颇多，今列其有关

于国者于左”（宋征舆 ３８７）。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出现了一大批对书事

文兴趣浓厚而撰文较多的作者，如归有光、王世

贞、袁中道、钱谦益、朱鹤龄、宋征舆、朱彝尊、王士

祯、李■、邵长蘅、戴名世、王元启、黄达、朱筠、秦

瀛、洪亮吉、杨凤苞、恽敬、张澍、梅曾亮、龙启瑞、

李元度、董沛、黎庶昌、薛福成等，如归有光《书安

南事》《书郭义官事》《书张贞女死事》《书里泾张

氏妾事》、王世贞《书与于鳞论诗事》《书鸡鹤事》

《书吴大夫事》《书应生事》《书二馆人事》《书龚

可学事》，朱鹤龄《书袁杞山事》《书盛公斯征事》

《书张烈妇事》《书史仲彬事》《书王公可大事》

《书阁学周公事》《书赵公蹇卿事》，李■《书懿安

皇后事》《续书懿安皇后事》《三书懿安皇后事》

《书左侍郎使北事》《书太守傅公事》《书两张少保

事》《书四烈妓事》《书宋娄钤辖事》、朱筠《书歙

程密事》《书萧山汪氏二节妇事》《书罗烈妇事》

《书烈妇景事》《书赵有庆侧室王氏事》《书吴节妇

事》等。

明清书事文大多数为载录当时人物事迹，具

有鲜明的同时代性，主要集中于贤臣廉吏、文苑儒

林、烈妇贞女、孝子义士等人物类型之事迹或轶

事，且多底层身份卑微者。文人以书事文载录此

类人物事迹，主要因其人其事本身多具贤德、道义

之品行节操，值得称颂效法。这实际上与传体文

的人物类型和取材倾向比较接近，存在一定程度

的“同频共振”，“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

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

（吴讷　 徐师曾 １５３），明清传体文实际上形成了
自成体系的传主和题材类型，如何乔远《皇明文

征》卷六二至卷六五“传”类分为古贤、名臣、道

德、文章、孝烈、节烈、义烈、奇节、独行、笃行、厚

德、清德、自述、闺德、艺术、支离、贤阉、物类。黄

宗羲《明文海》卷三八七至卷四二八“传”类分为

名臣、功臣、能臣、文苑、儒林、忠烈、义士、奇士、名

将、名士、隐逸、气节、独行、循吏、孝子、列女、方

技、仙释、诡异、物类、杂传等。从某种意义上说，

书事文书写人物事迹选择深受传体文的人物事迹

类型影响，两者的取材倾向存在鲜明相通之处。

明清时期，书事文发展成为一种以叙事性为

主的完全独立文体，且创作兴盛，涌现出大量作

品，应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方面，相对宋元时期

而言，明清时期集部之“传”“记”等文体创作明显

更为兴盛，不但整体作品数量大幅增加，而且有不

少文人一人书写很多篇作品，这实际上表明，明清

集部的叙事功能整体增强，文人借助集部之文体

叙事写人的需求更为强烈。另一方面，集部的记

事写人文体主要包括“传”“记”“述”“书事”“纪

事”“行状”“墓志”“祭文”“诔文”“哀辞”“碑文”

等，其中，“行状”“墓志”“祭文”“诔文”“哀辞”

“碑文”等，有着特定的功用宗旨和文体规范，古

代文体学对其行文规范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论

述。“传”“记”之文体规范虽相对比较灵活，但也

有着多方面限定，如明清文体学对其文体规范就

有多种争论。“书事”文体无疑称得上集部叙事

文体中最为自由灵活者，可随笔载录叙写人物之

事迹、轶事，还可缘事生发议论，较少受到特定文

体规范之限制，如朱筠《书罗烈妇李事》：“顺治二

年乙酉，王师下扬州府，有新城广储门中樊家园罗

烈妇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歙人宋和为作传。

余读其言不准于法，为改书之。”（３０１）邵晋涵《书
章孺人事》：“予谓祝嘏称颂之词，不足以纪实。

且予闻孺人内行甚悉，摭其实莫如书事宜，乃据所

知者书之。”（１９５９）
综上所述，“书事”是中国古代文人别集中具

有独特文体功用的一种文体，自唐宋至明清，其写

作范式经历了以缘事生发议论为主到以记述人物

事件为主之转变，其文体归属经历了附属于“题

跋”“杂著”到独立为“书事”类目之发展，成为具

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一种文体类型。

三、“书事”与“杂记”之关联

集部之叙事文体之间存在着相互混杂、相互

交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等种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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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动关系，是古代叙事文体体系发展演化中一

种突出的文体、文化现象。明清“书事”文体多与

叙事性文体并列，至清后期文体学专论其文体特

征时多将其直接归入“杂记”类，如吴曾祺《涵芬

楼文谈》附录《文体刍言》将古代文体分为十三大

类，每类下又有若干小类，其第九类为“杂记”包

含“记”“后记”“笏记”“书事”“纪”“志”“录”

“序”“题”“述”“经”等十一小类，专论“书事”称：

“自始至终，直书一事者，此为书事之正体。若旁

及他事，及杂以议论者，皆破体也。其与碑志之体

似之而实不同，故入之杂记为是。凡曰‘书某

事’、‘书某人事’者，则入之；其曰‘某人事略’，则

入之传状类。”（王水照，第 ７ 卷 ６６５８—６６５９）林
纾《春觉斋论文》谈“记”类文体分类称：“记琐细

奇骇之事，不能入正传者，其名为‘书某事’，又别

为一类。”（７０）民国时期，学者们论及“书事”文
体，也基本继承了前人有关论断，普遍将其归入

“杂记”，如孙学濂《文章二论》卷上“辨体”称：

“九曰杂记。记者，记事与言也［……］若书事一

类，则当归诸斯。”（余祖坤，第 ２ 卷 ８１８）郭象升
《五朝古文类案叙例》云：“至于书事一体，向入杂

记，其专述一事者，入之固当。”（余祖坤，第 ３ 卷
１９１０）明清时期，文人别集收录书事文多独立设
置“书事”类目，这说明，时人基本把它看作一种

独立文体，并未混同于记体文。那么，清末以来，

学者们为什么会有此论呢？这应源于“书事”与

“杂记”关系十分密切，存在诸多相通、关联之处。

集部之记体文创作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清人严可均所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

文》收录“记”体文九十余篇，不过大多数作品都

属与佛教相关的解经记、翻译记和造像记，其他类

型的记体文仅有马第伯《封禅仪记》、诸葛亮《黄

陵庙记》、王羲之《游四郡记》、陶潜《桃花源记》、

李嵩《行事记》、祖鸿勋《晋祠记》、郑述祖《重登云

峰山记》等十几篇作品。当时，作为文章的记体

文似乎还未取得独立地位，挚虞《文章流别论》、

萧统《文选》均未单独设立类目。唐代记体文创

作开始走向兴盛，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

“《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而记之名，则昉于

《戴记》《学记》诸篇。厥后扬雄作《蜀记》，而《文

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

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吴讷　 徐师曾 １４５）唐
人集序普遍将记作为独立文体，如独孤及《唐故

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许

孟容《穆公集序》、权德舆《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

序》等均将“记”单列。至宋初，李昉《文苑英华》

将“记”独立设目，并分为宫殿、厅壁、公署、馆驿、

楼、阁、城、城门、水门、桥、井、河渠、祠庙、祈祷、学

校、文章、释氏、观、尊像、童子、宴游、纪事、刻候、

歌乐、图画、灾祥、质疑、寓言和杂记等。《唐文

粹》亦将“记”按题材分为古迹、陵庙、水石岩穴、

外物、府署、堂楼亭阁、兴利、卜胜、馆舍、桥梁、井、

浮图、灾沴、燕会、燕犒、书画琴故物、种植等。由

此可见记体文题材内容之丰富。据统计，唐代的

记体文总数超过两千篇（何李 ３６）。宋代以降，
记体文创作更是蔚为大观，作品数量远超唐代，成

为集部主流文体之一。

古今学者对杂记文的分类，基本还是比较一

致的，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云：“杂记

类，所以记杂事者［……］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

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

（５）林纾《春觉斋论文》云：“然勘灾、浚渠、筑塘、
修祠宇、纪亭台，当为一类；记书画、记古器物，又

别为一类；记山水又别为一类；记琐细奇骇之事，

不能入正传者，其名为‘书某事’，又别为一类；学

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壁；至游宴觞咏之

事，又别为一类：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７０）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将杂记文分为台阁

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曾枣

庄《宋文通论》将杂记文分为建筑物记、学记、山

水记、书画记。其中，与书事文比较接近且易混杂

者，主要是专以记人叙事为主要内容的人事杂记。

人事杂记中有一类作品被特别标题为“记某某”

或“记某某事”，“至其题或曰某记，或曰记某，则

惟作者之所命焉”（吴讷　 徐师曾 １４６），唐彪《读
书作文谱》卷十一《诸文体式·记》云：“记者，纪

事之文也。有单叙事者，有纯议论者，有半叙事半

议论者。又有托物以寓意者。有首之以序，而以

韵语为记者。有篇末系以诗歌者。皆为别体，其

题或曰某记，或曰记某，命题虽不同，而体未尝异

也。”（王水照，第 ４ 卷 ３５６１—３５６２）此类记体文
标题为“记某某”“记某某事”，不仅与书事文命名

相类，而且与其文体性质也非常接近。

此类作品最早源于唐代，如韩愈《记宜城

驿》、白居易《记画》《记异》、陆龟蒙《记稻鼠》《记

锦裾》等，但数量很少，很难称之为文之一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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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此类作品创作逐渐增多，主要有王禹偁《记

孝》《记蜂》《记马》、孔武仲《记言》《记鼠》《记舍

中樱桃》、王回《记客言》、张耒《记异》、吕颐浩

《记陈彦升事》、程俱《记梦》、曹勋《记翟望话》

《记施逵事》、王十朋《记蛙》《记人说前生事》、洪

适《记梦》、陆游《记太子亲王尹京故事》、吴儆《记

鼠》、范成大《记雷孝子事》、罗颂《记程叔清女死

节事》、朱熹《记和靖先生五事》《记孙觌事》《记

濂溪传》、张栻《记甘露李文饶事》《记宋退翁齐愈

被祸事》、陈造《记病》《记岳侯事》《记王尚书

事》、方大琮《记后塘福平长者八祖遗事》、刘凤

《记任公事迹》等。这些作品一般多被归入别集

中的“杂著”“杂文”，如王禹偁《小畜集》卷第十

四之“杂文”、王遽编《清江三孔集》卷十八之“杂

著”、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九之“杂著”、

吕祖谦编《宋文鉴》卷第一百二十七“杂著”。也

有少部分作品被归入“记”“记事”，如张耒《张右

史文集》卷五十之“记、传”，陆游《渭南文集》卷第

二十二之“记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十二之

“记”。此类“记某某事”杂记文体与“书某某事”

的“书事”文体之功用宗旨、书写原则、文体形态

非常接近，或以缘事而生发议论、寄予感慨为主，

或以记述人物、事件的叙事性为主。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此类作品创作走向兴

盛，有些作家还饶有兴趣地一人书写多篇作品，如

方苞《记长洲韩宗伯逸事》《记徐司空逸事》《记太

守沧洲陈公罢官事》《记张彝叹梦岳忠武事》《记

吴绍先求二弟事》《记归舒节母刘夫人举本事》、

陈梓《记从兄载青公遗事》《记王令事》《记潘氏疑

棺事》《记徐孝廉遗事》《记老砦王氏女事》《记四

明虎事》、全祖望《记王荆公三经新义事》《记先少

师事》《记宋湖心寺浮屠妙莲治钱唐江事》《记王

之明事》《记马士英南奔事》《记许都事》《记方翼

明事》《记范孝子事》《记李烈妇事》、钱大昕《记

汤烈女事》《记侯黄两忠节公事》《记先大父逸

事》、汪士铎《记张夫人逸事》《记江乐峰大令事》

《记达什巴事》《记吴木斋蒋文若事》《记李太守

事》《记唐贞女事》、萧穆《记黟县老节妇郑氏事

略》《记宋绍兴十八年戊辰科榜首王佐事》《记宁

化雷贯一副宪遗事》《记开化戴简恪公轶事》《记

方恪敏公轶事二则》《记海宁陆辛斋处士逸事》

《记吴文节公遗事一则》《记通州徐清惠公遗事》

《记嘉庆戊午科湖南乡试事》。
⑧
这些作品一般多

被归入别集的“记”“记事”“纪事”“传”，如方苞

《望溪集》外文卷六“纪事”、刘大櫆《海峰文集》

卷六“传”、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二“纪

事”、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十四“记”等。也有

个别作品被归入“杂著”，如胡广撰《胡文穆公文

集》卷十九“杂著”、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

十九“杂著”。明清时期，杂记文之“记某某事”与

“书事”文体的发展演化非常同步，叙事性增强，

大部分作品都属记述人物、事件为主者，且篇幅普

遍大增。虽然明清文人别集普遍将书事文和杂记

文分列于不同类目，但两者在文体功用宗旨、书写

原则、文体形态等文体规范上非常接近，乃至完全

被看作可相互替代的两种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

“书某某事”基本可等同于“记某某事”。从明清

文人创作情况来看，仅有刘大櫆、袁枚、汪琬、郝懿

行、梅曾亮等少量文人兼用“书某某事”和“记某

某事”两种文体，大多数文人仅仅从中习惯性选

择一种文体，也就是说，其文集中仅有“书某某

事”或“记某某事”，而非既有“书某某事”又有

“记某某事”。

当然，因“书某某事”与“记某某事”文体性质

非常接近，在明清文人总集、别集中也存在着个别

混杂归类的情况，或将“书某某事”归入“记”“纪

事”，如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三十四

“纪事一”收录李东阳《书某节妇事》、孙樵《书田

将军边事》《书何易于》，卷六百三十六“纪事三”

收录高启《书博鸡者事》；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

百四十一“记”十五至卷三百五十二“记”二十六

“纪事”录王祎《书闽中死事》、周复俊《书方岳徐

公事》、周思兼《书张御史事》、徐学谟《书盗杀周

皇亲事》、徐应雷《书时大彬事》。或将“记某某”

“某某记”归入“书事”，如袁枚《小仓山房文集》

卷九“书事”、汪琬《尧峰文钞》卷三十六“书事”、

郝懿行《晒书堂集》文集卷五“书事”均收录记

体文。

四、“书事”与笔记体小说之关联

古代“小说”文类与集部之叙事文体也存在

着相互混杂、相互交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

渗透等种种关联与互动关系。林纾《春觉斋论

文》云：“至于琐细不入正传者，如望溪《书逆旅小

子》、袁子才《书马僧》之类，则事近小说。”（７０）

·２２·



论“书事”文体

书事文与笔记体小说也存在诸多相通、混杂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书事文作品甚至可看作笔

记体小说遁入文人别集的结果。

笔记体小说杂记见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

为载录鬼神怪异之事的“杂记”“志怪”“异闻”

“语怪”等，以神、仙、鬼、精、怪、妖、梦、灾异、异物

等人物故事为主要取材范围；另一种为载录历史

人物轶闻琐事的“逸事”“琐言”“杂录”“杂事”

等，以帝王、世家、士大夫、官员、文人及市井人物

等各类人物无关“朝政军国”、日常生活化的轶闻

逸事为主要记述对象。部分篇幅短小的书事文所

记载之人物事迹也多为人物轶事，常常一篇作品

记述一两件轶事，与载录历史人物轶闻琐事的笔

记体小说极为相似。例如，明清时期，也有少部分

作品篇幅非常短小，仅有二百、三百字左右，如

《书里泾张氏妻事》《书二馆人事》《书守城纪事》

《书盛公斯征事》《书王公可大事》《书阁学周公

事》《书赵公蹇卿事》《书宋理宗事》《书靳庄事》

《书两烈妇死事》《书徐华国遗事》《书碧澜妾事》

《书王叔明画旧事》《书邓许二女事》《书锈头道人

事》《书宁海木工事》《书谢良琦事》《书宋孝廉

事》《书化鹤事》《书诸暨陈氏女子事》《书盗发修

武伯墓事》《书杨复庵遗事》《书万烈妇某氏事》

等。
⑨
此类作品篇幅短小，多为书写一两件轶事，

类似笔记体小说之一则。有些作品甚至就直接命

名为“书某某轶事”，如《书光给谏轶事》《书张郎

湖臬使逸事》《书齐少宗伯轶事》《书袁惕三轶事》

《书李鼎祚轶事》《书高祖妣轶事》《书刘松斋先生

轶事》《书罗提督轶事》。盛大士《书章佳文成公

轶事》云：“偶纪文成轶事，俾后之为名臣言行录

者，有所采择焉。”（２９８）郭嵩焘《书湘乡易龙长先
生轶事》云：“友人易君良翰述其曾大父龙长先生

轶事，多可听。”（５２８）
部分求奇求异之书事文具有浓厚“小说”意

味，如宋代之《书司马槱事》记司马槱恍惚间见一

美妇人，歌阙而去，遂成一曲。《书道士齐希庄

事》记道士齐希庄与王屋山猴相处之事。《书张

主客遗事》记开国名臣张主客传奇事迹。《书渭

桥事》记贾若思于渭桥疑见鬼事。明清时期，此

类作品有徐应雷《书时大彬事》、钱谦益《书郑仰

田事》、王士祯《书剑侠二事》《书锈头道人事》

《书宋道人事》《书宁海木工事》《书化鹤事》、郭

善邻《书刘君士断鸡头事》、陈锦《书友人王某述

梦事》等，如王士禛《书宁海木工事》：“康熙三十

年，宁海州有木工十数人，浮海至大洋，忽沉舟，其

家皆已绝望矣。八年乃俱归，言舟初入洋，倏有夜

叉四辈，掣其四角入水。至一处，宫阙巍焕，如王

者之居，曰：‘此龙宫也。王欲造宫殿而匠役缺，

故召尔辈至此。无恐也。’寻，传王命令入，亦不

见王，遂至工所。各使饮酒一瓯，即不饥渴。如是

八年，不思饮食，而工作不辍。工既竣，夜叉复传

命：‘尔辈久役于此，今可归矣。王有犒直，已在

舟中，可自取之。’各令饮蜜浆一碗，夜叉引入舟，

复撮其四角，舟已出水上，其行甚驶。顷之抵岸，

忽觉饥渴，乃觅酒肆饮食，而舟中先已有钱数百

千，持以归。舟主杨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树一株

于洋中，持以献。盖亦龙王所酬也。”（７８９—７９０）
这篇作品基本可看作一篇志怪小说。

书事文与笔记体小说在成书方式上存在相通

之处。笔记小说成书过程多为一事一则独立书

写，积久整理成稿，如王灼《碧鸡漫志》自序：“追

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积百十纸，混群书中，不

自收拾。今秋开箧偶得之，残脱逸散，仅存十七，

因次比增广成五卷，目曰《碧鸡漫志》。”（１）张端
义《贵耳集》自序：“因追忆旧录，记一事，必一书，

积至百，则名之《贵耳录》。”（８９）王辟之《渑水燕
谈录》自序：“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

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３）洪
迈《夷坚三志己序》：“一话一首，入耳辄录。”

（《夷坚志》１９６）显然，笔记体小说成书过程中独
立书写的一事一则，未尝不可看作未加标题的书

事文，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记体小说可看作丛集形

式的书事文，书事文也可看作笔记体小说一事一

则的散篇别行。有时还存在难以判断其文本属性

的情况，如张邦基撰《墨庄漫录》卷第八：“文忠公

又有《杂书》一卷，不载于集中，凡九事，今亦附于

此。云：秋霖不止，文书颇稀，丛竹萧萧，似听愁

滴。顾见案上故纸数幅，信手学书，枢密院东

厅。”（１３５）王明清《投辖录》之“蒲恭敏”条收录
《李氏女》《尼法悟》后称：“右二事，黄太史鲁直子

书云尔，不改易也。真迹在周渤惟深家，绍兴初献

于御府。”（１５）李■《书宋娄钤辖事》云：“忆七年

前，偶于友人几上他书内见载此一则，录以片纸持

归，拟书其事以传，使海内尽知。”（６４２—６４３）《书
四烈妓事》云：“吾于明季得四烈妓焉，曰琼枝，见

于嘉善徐季方《见闻录》者也。”（李■ ６４１）李元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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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书程允元暨妻刘贞女事》云：“余览近人笔记

述其事，谨铨次书之，冀以厚人伦，砥薄俗云。”

（４０６）此类载录杂事之作，可入文人别集，也可归
入小说集。此外，许多书事文成书源于社会传闻，

也与笔记体小说记载传闻相通，如戴名世《书全

上选事》：“吾友宣城王耕书初在有司幕中，知其

所鞫之详，为余言之如是，因执笔记之。”（１９６）朱
筠《书烈妇景事》：“余姚进士邵晋涵为余言之。”

（３０２）
“书事”文体与笔记体小说之直接混杂，首先

表现为书事文载录人物事迹同见于笔记体小说，

如张耒《书司马槱事》见于何薳《春渚纪闻》卷七，

《书道士齐希庄事》见于洪迈《夷坚丙志》卷十六，

苏轼《书刘庭式事》见于谢采伯撰《密斋笔记》卷

一，李之仪《书刘元平事》见于陈善撰《扪虱新话》

上集卷一，王回《书种放事》见于王辟之撰《渑水

燕谈录》卷四，陆游《书浮屠事》见于陆游《老学庵

笔记》卷三，程敏政《书济宁王翁事》见于都穆《都

公谈纂》卷下，董应举《书李公时勉事》见于周亮

工撰《因树屋书影》卷三，钱谦益《书郑仰田事》见

于褚人获《坚瓠集》广集卷一。王士祯《书谢良琦

事》《书宋孝廉事》《书诸暨陈氏女子事》《书化鹤

事》分别见于其《香祖笔记》卷四，《池北偶谈》卷

二十二、卷二十四、卷二十五。“书事”文体与笔

记体小说之混杂，既与两者文体性质相近有关，故

文人将其同时收录于自己的文集和小说集，也应

源于不同文人以不同文体载录、书写同一社会传

闻，如黄裳《演山集》卷十三《秀橘记》称记载同一

事件：“或歌之以诗，或绘之以图，或文之以记，传

之天下后世。”（１０７）黄庭坚《陈留市隐序》曰：“陈
留市中有刀镊工，与小女居，得钱，父子饮于市，醉

则负其子行歌，不通名姓。江端礼传其事，以为隐

者。吾友陈无已为赋诗，庭坚亦拟作。”（２３１）赵
彦卫《云麓漫钞》卷十曰：“旧有周琼姬事，胡徽之

为作传，或用其传作《六幺》，东坡复作《芙蓉城

诗》，以实其事。”（１６８）不同文人以不同文体载
录、书写同一社会传闻，自然就会形成同一人物故

事被记载于集部之书事文和小说集的现象。其

次，“书事”文体与笔记体小说之直接混杂，还表

现为部分书事文被小说选本收录，如周亮工《书

戚三郎事》被收入张潮《虞初新志》，王士祯《书宋

道人事》、陈祖范《书谭半城事》被收入郑澍若《虞

初续志》，冯景《书女将军事》《书明亡九道人事》

《书江阴广福寺狐事》《书十义事》《书义犬事》

《书萧震妻事》被收入黄承增《广虞初新志》等。

“书事”文体作为集部之最为灵活自由的叙

事文体之一，与笔记体小说存在诸多相通、混杂之

处，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作品完全可看作文集中

的笔记体小说，或者说文人借助“书事”文体部分

实现了笔记体小说的功用。

在中国古代文类、文体体系发展演化过程中，

文类、文体之间的关联互动是一种常见现象，“书

事”文体起源发生、发展演化与子部之笔记杂著、

笔记体小说和集部之题跋、记体文、传体文等相关

文类、文体存在着相互混杂、相互交叉、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等种种关联互动关系，亦可看作一个典

型案例。这对我们深化古代文体研究无疑具有重

要启示：只有将某一文体的起源和发展演化置于

整个古代文类、文体体系及其观念体系中加以观

照，特别是全面深入地把握其与周边文类、文体的

关联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还原和把握其文体规

定性及其演化，揭示其起源发展的具体历史文化

语境，还原其固有的文类、文体“生态环境”。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仅见罗宁《唐宋书事文述论》和《东坡书事文考论———
兼谈东坡集中收入小说文字的问题》。

② 罗宁《唐宋书事文述论》提出韩愈《太学生何蕃传》原
题应为《书太学生何蕃》《书何蕃》，也可备一说（《唐宋书

事文述论》８０—８１）。
③ 如苏轼《书刘庭式事》、米芾《书吕溱事》、张耒《书司马
槱事》、晁咏之《书张主客遗事》、周行己《书吕博士事》、

李纲《书范文正公事》《书杜祁公事》《书韩魏公事》《书章

子厚事》《书曾子宣事》、汪应辰《书吴忠烈遗事》《书刘忠

肃公事》、陆游《书渭桥事》《书包明事》《书二公事》、薛季

宣《书郑威愍公骧遗事》、楼钥《书魏丞相奉使事实》、魏了

翁《书龙协惠事》、高斯得《书咸淳五年事》《书留梦炎见

逐本末》等。

④ 如李之仪《书牛李事》《书杨绾事》《书刘元平事》、王回
《书襄城公主事》、邓肃《书乐天事》、谢薖《书元稹遗事》

所记为唐代人物故事，邓肃《书扬雄事》、欧阳守道《书叶

监酒庆元封事》为汉代人物故事，晁补之《书王蠋后事》、

薛季宣《书赵烈侯事》为战国人物故事。

⑤ 班固《汉书·艺文志》亦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
为《春秋》，言为《尚书》。”（１７１５）
⑥ 此类作品还有邵长蘅《书龚先生事》、储大文《书杨复
庵遗事》、杭世骏《书赵氏老婢事》、刘大櫆《书田氏刲股

事》《书汪节妇事》、程晋芳《书吴贞女事》、翁方纲《书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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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母事略》、汪中《书周义仆事》、张云璈《书仁和令近

事》、庄述祖《书邢节妇事》、杨凤苞《书凌孝女事》、王芑

孙《书袁惕三轶事》、沈钦韩《书杨德祖事》《书柳仲涂事》

《书汪孝子事》、张澍《书王贞女事》《书王恒一葬棺事》、

郭尚先《书邓贞女事》、戴熙《书丁烈妇事》、吴敏树《书义

猴事》、左宗棠《书外孙陶镜莹事》、戴钧衡《书张秀才

事》、龙启瑞《书潜山侯孝子事》《书李守备殉节事》《书孔

母徐孺人守节事》、薛福成《书过善人事》《书游击过君殉

难事》。

⑦ 此类作品还有《书乡人进香普陀事》《书刘君士断鸡头
事》《书光给谏轶事》《书许翁事》《书宝鸡军事》《书华豫

原事》《书黄公缵事》《书萧山汪氏二节妇事》《书黔阳决

狱事》《书章孺人事》《书刘文正遗事》《书李恭勤遗事》

《书毕宫保遗事》《又书三友人遗事》《续书亡弟吕堰殉难

事》《书张尚书平定海宼事》《书裔烈娥事》《书张抚军靖

叛事》《书王贞女事》《书建威将军浙江提督三等壮烈伯李

忠毅公事》《书刘默园观察蚶洋出险事》《书潘工部事》

《书辽太祖事》《书裕靖节公死节事略》《书刘军门逸事》

《书张振之师遗事》《书破地雷事》《书谢贞烈妇彭氏降神

事》《书平江唐孝妇》《书长沙余高氏升仙事》《书廖许两

知县事》《书益阳胡文忠公与辽阳官文恭公交欢事》《书陈

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书懿安

皇后事》《三书懿安皇后事》《书两张少保事》。

⑧ 此类作品还有马祖常《记河外事》、胡广《记徐元、张
旺、史整》、刘玉《又记宣府事》、祝允明《记钱长史答邹处

士书事》、顾清《记周太仆遇贼事》、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三

事》《记韩魏公事》、殷云霄《靖江县记李公御寇事》、郑真

《记失鸡事》《记高昌国五婴儿事》、姚舜牧《记释窃盗十

四人事》、万国钦《记台中事》、张师绎《记钱屯田郎事》、

袁翼《记励节妇合葬事》《记胡公异事》《记刘将军事》、彭

而述《记邓道人事》、金堡《记雪槱改余襄公法堂碑事》、施

闰章《记歙县孙公活民事略》、汪琬《记志铭石刻事》、姜宸

英《记周孝廉两世改葬事》、王士祯《记陈氏再生事》、陈廷

敬《记女奴景事》、冯景《记祥峰出世始事》、李塨《记杜紫

峰传青主轶事》《记李氏翁媪已事》、黄达《记赵舟子事》、

袁枚《记富察中丞四事》、程晋芳《记艺菊事》、纪昀《记李

守敬事》、汪缙《记义乌金公一门殉节事》、姚鼐《记萧山汪

氏两节妇事》《记江宁李氏五节妇事》、江濬源《记郑节妇

胡氏事》、纪大奎《记什邡龚孝子事》《记三弟雨民擒担匪

事》、张云璈《记还金事》、郝懿行《记先曾祖遗事》、李兆

洛《记孝女武端姑事》《记陈贞妇事》、查揆《记上元韩君

妻死事》、陈寿祺《记刘贞节事》、包世臣《记畿南事》、刘

逢禄《记董文恭公遗事》、管同《记颍上张烈女事》、梅曾亮

《记日本国事》《记棚民事》、朱骏声《记宋助教遗事》、钱

泰吉《记曹文学葬兄事》《记瑞安项氏二孺人事》《记外祖

祖母墓祭事》、丁晏《记唐孝子事》、何绍基《记邓完伯先生

遗事》、邵懿辰《记汶上刘公抚浙事》、王拯《记周孝子

事》、许奉恩《记海鹿门别驾少时事》、黄彭年《记谢大黄把

总事》《记何氏三世刲股事》、罗汝怀《记竹垞年谱二事》。

⑨ 此类作品还有《书谭半城事》《书居乙事》《书李淑媛
事》《书汪节妇事》《书曾孝女事》《书程孝子事》《书赵资

事》《书张贞女事》《书周烈妇事》《书徐烈女事》《书姜烈

女事》《书徐节母事略》《书朱万年守城事》《书周义仆事》

《书唐县知县伍君绍熺事》《书龚铨安事》《书蒋经元遗

事》《书烈妇郭杨氏事》《书李元旦事》《书王鹭亭事》《书

汪孝子事》《书张孝妇事》《书顾氏事》《书杨德祖事》《书

某氏妇事》《书杨氏婢事》《书二孝女事》《书丁烈妇事》

《书义猴事》《书邠州惠氏三生事》《书潜山侯孝子事》《书

村民廖凤粲事》《书陈提督充保正事》《书周诚事》《书郭

氏妾事》《书李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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犤 Ｌｉ牞 Ｙｕａｎｄ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ｍ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ｙｕ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ｏｏｋ Ｈｏｕｓｅ． Ｅｄ． Ｗａｎｇ Ｌｉｈｕａ．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牶
Ｙｕｅｌｕ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９． 犦

林纾：《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

犤 Ｌｉｎ牞 Ｓｈｕ．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Ｎｏ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１９５９． 犦

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犤 Ｌｉｕ牞 Ｚｈｉｊｉ．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 Ｐｕ Ｑｉｌ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０９． 犦

罗宁：《东坡书事文考论———兼谈东坡集中收入小说文字

的问题》，《中国苏轼研究》２（２０１６）：１０５—１２８。
犤 Ｌｕｏ牞 Ｎｉｎｇ．  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ｕ Ｓｈｉｓ Ｓｈｕｓｈｉ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Ｓｕ Ｓｈｉ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ｓｈｉ ２牗 ２０１６牘 牶 １０５ １２８． 犦

———：《唐宋书事文述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阐释与建

构———中国古代文章学三集》，王水照、侯体健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７８—１０１。
犤 ． Ｏｎ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ｓｓａ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牶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ｄｓ．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ｉ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Ｈｏｕ Ｔｉｊｉａ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７． ７８ １０１． 犦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犤 Ｏｕｙａｎｇ牞 Ｘｉｕ．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２０． 犦

钱林等辑：《文献征存录》第 ２ 卷。台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犤 Ｑｉａｎ牞 Ｌｉｎ牞 ｅｔ ａｌ． 牞 ｅｄ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Ｖｏｌ． ２． Ｔａｉｐｅｉ牶 Ｗｅｎ Ｈａｉ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１９８６． 犦 　

钱谦益：《绛云楼题跋》，潘景郑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５ 年。
犤 Ｑｉａｎ牞 Ｑｉａｎｙｉ．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Ｈａｌｌ． Ｅｄ． Ｐａｎ

Ｊｉｎｇｚｈｅ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０５． 犦

邵晋涵：《邵晋涵集》第 ７ 卷，李嘉翼、祝鸿杰点校。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

犤 Ｓｈａｏ牞 Ｊｉｎｈ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ｈａｏ Ｊｉｎｈａｎ． Ｖｏｌ． ７．
Ｅｄｓ． Ｌｉ Ｊｉａｙｉ ａｎｄ Ｚｈｕ Ｈｏｎｇｊｉ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牶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６． 犦

沈作喆：《寓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
犤 Ｓｈｅｎ牞 Ｚｕｏｚｈｅ．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１９８５． 犦

盛大士：《蕴愫阁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５０１ 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犤 Ｓｈｅｎｇ牞 Ｄａｓｈ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Ｙｕｎｓｕ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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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Ｖｏｌ． ５０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０． 犦

宋征舆：《林屋文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２１５
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年。

犤 Ｓｏｎｇ牞 Ｚｈｅｎｇｙ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ｔ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ｒｅａｓｕ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１５． Ｊｉｎａｎ牶 Ｑｉｌｕ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７． 犦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
犤 Ｓｕ牞 Ｙｕ．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ｘｕｒｉａｎｔ Ｄ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Ｅｄ． Ｚｈｏｎｇ Ｚ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１９９２． 犦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吕友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年。
犤 Ｗａｎｇ牞 Ｂｉｚｈｉ．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Ｍｉａｎｓｈｕｉ． Ｅｄ． Ｌü

Ｙｏｕｒｅ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１９８１． 犦
王楙：《野客丛书》，王廷洽整理。《全宋笔记》第六编第六

册，朱易安等编。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
犤 Ｗａｎｇ牞 Ｍａ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Ｇｕｅｓｔ． Ｅｄ． Ｗａｎｇ

Ｔｉｎｇｑｉａ． Ｖｏｌ． ６． ６牞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牶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９． 犦
王明清：《投辖录》，朱菊如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犤 Ｗａｎｇ牞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Ｔｏｕｘｉａ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Ｅｄ． Ｚｈｕ Ｊｕｒ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２． 犦

王士禛：《带经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１３４ 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犤 Ｗａｎｇ牞 Ｓｈｉｚｈｅ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Ｔａｉ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Ｖｏｌ． １３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０． 犦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
犤 Ｗａｎｇ牞 Ｓｈｕｉｚｈａｏ牞 ｅｄ．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７． 犦
王灼：《碧鸡漫志校正》，岳珍校正。成都：巴蜀书社，

２０００ 年。
犤 Ｗａｎｇ牞 Ｚｈｕｏ．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ｏｔｅｓ ｏｆ Ｂｉｊｉ． Ｃｈｅｎｇｄｕ牶 Ｂａｓｈｕ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０． 犦
吴讷　 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 年。
犤 Ｗｕ牞 Ｎｅ牞 ａｎｄ Ｘｕ Ｓｈｉｚｅ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ｅ牷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１９６２． 犦

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犤 Ｘｕ牞 Ｓｈｅｎ． Ｎｏｔ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ｄ． Ｄｕａｎ Ｙｕｃ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１９８１． 犦

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犤 Ｙｕ牞 Ｚｕｋｕｎ牞 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牶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３． 犦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第 １ 卷，余兴安等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
犤 Ｚｅｎｇ牞 Ｇｕｏｆａｎ．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ｆ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Ｅｄｓ． Ｙｕ Ｘｉｎｇａｎ牞 ｅｔ ａ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２０１８． 犦

张邦基：《墨庄漫录》，《燕翼诒谋录　 墨庄漫录》，孔一、丁
如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

犤 Ｚｈａｎｇ牞 Ｂａｎｇｊｉ．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Ｉｎｋ Ｖａｌｌａｇｅ． Ｅｄ．
Ｄｉｎｇ Ｒｕｍ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２． 犦

张端义：《贵耳集》，《鸡肋篇　 贵耳集》，李保民校点。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

犤 Ｚｈａｎｇ牞 Ｄｕａｎｙ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Ｅａｒｓ． Ｅｄ． Ｌｉ
Ｂａｏｍ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２． 犦 　

章如愚：《群书考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 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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