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

.

/*#$%#*$E1

!

$E&

""""""""""""""""""""""""""""""""""""""""""""""""

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析
!

3新加坡4沈俊平

摘
!

要!清代科举考试存在重视首场考试的倾向"书坊敏锐地意识到出版相关图书的商

机"在与文人的密切配合下"大量地出版了内容符合朝廷规定,素质参差不齐的四书应举

用书"包括&讲章',&举业制艺'和&考据训诂'等"来全面满足考生备考所需#朝廷虽试图

通过各种举措来消弭这些应举用书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地方官员和学校教官的怠职"

这些举措收效甚微#

关键词!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在唐代确立后"书坊为了满足考生的需要"生产了林林总总备考的辅助读

物"它们的出版在宋,元,明取得了一定进展!

#坊刻应举用书的出版在经历了清初较为

低迷的氛围后"逐渐呈上扬趋势"在嘉,道年间出现了&如山如海'的繁盛局面"

#根据清

政府规定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书坊生产了帮助士子了解经书意旨的四书五经讲章,指导写

作四书文和五经文章法结构的制义,考据训诂四书人物事物的参考书,八股文选本,古文

选本,试律诗选本等林林总总的应举用书#

清代科举&虽分三场'"却&只重首场'

#

"士人读书方向主要集中在首场科举考试的四

书文"故四书应举用书是士子重视诵习的读物#那么"这些四书应举用书的种类为何1 其

内容与形式特点为何1 其价值及其对士子的影响又为何1 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的种类

&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

$

"说明有明一代科考偏重首场时文#清代重蹈明代覆辙"

朝廷虽屡次申诫"截至清末科举&虽分三场"而只重首场'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既重首

场"按理言士子定当在学校教官的督导下不遗余力地钻研朝廷规定的)四书集注*#事与

愿违"除少数以振拔人才为己任的教官尚有直接施教之举外"多数教官不能切实履行施教

之责'

#

清代的学校制度"国子监为国学"府,州,县学为地方学"二者构成学校系统的主干"书

院为此系统的支派"莫不受政府的管辖,督查和经费的支持#它们大抵以教人科举入仕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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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元,明三朝应举用书的出版情况"可参阅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载)国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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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俊平!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析

宗旨"而科举之学尤重者为首场之四书文"即时文或八股文"乡,会试如此"生员的岁,科试也是如此"莫

不以四书文为重#不仅如此"国学和府,州,县学"可说仅有考课"鲜事讲学"教官虽责在训迪士子"但除

少数尚有直接施教之举外"多数&昏耄龙钟"滥竽恋栈'

!的教官不能切实履行施教之责"其所司则为月

课,季考"其考绩也是以士子考试成绩为根据"故而教官与学生虽有&师生之名'"&而无训诲之实'

"

#书

院所重亦在考课"&山长除阅月课试卷外"别无他事'

#

"罕有教学#最后演变到国学,府,州,县学,书院

甚至连考课学生一事也都不认真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士子尤其是能力欠佳的士子只得寻求其它途径

来了解四书的意涵"而诵读研习坊间俯拾即是的四书应举用书是一个途径#

四书应举用书可细分为&讲章',&举业制艺'和&考据训诂'三种#所谓&讲章'"大抵皆是为科举而作

的讲义"以便于士子了解经书意旨#叶启勋指出!&自元复科举后"以四书悬为功令"讲章一派"从此而

开#'

$皇庆二年%

=B=B

(十一月"元仁宗%

=B==N=B!"

年在位(诏告天下复行科举#规定蒙古和色目人&第

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

中选#'汉人和南人则稍有不同"&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

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

&于是"&阐明%四书(义理之书"遂为戈取利禄之具'

'

#

这类图书可以溯源到元代人倪士毅的)四书辑释*#此书后来成了明永乐年间胡广%

=B>@N=F=A

(等

奉敕纂修)四书大全*的蓝本(

#明代此类著作很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则莫过于)四书大全*#四库馆臣

指出!&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四书大全*(为之滥觞#'

)自)四书大全*以后的四书讲章"当以

蔡清%

=FGBN=G"A

(的)四书蒙引*为最早#稍后的有林希元%

=FA!N=G>?

(的)四书存疑*和陈琛%

=F??N

=GFG

(的)四书浅说*"它们问世后几成明代四书讲章的经典性著作#

入清以后"除沿用前朝文人编撰的坊刻讲章外"士子们也研习了清代文人编撰的这类图书"其数量

亦极为可观#在康熙间编撰的四书讲章有郭善邻的)说四书*,黄昌衢汇编的)四书述朱*,董哲,陈玫纂

辑的)四书备解*,金松的)四书讲*,范翔的)四书体注*,吕留良的)天盖楼四书语录*,)四书讲义*,李沛

霖的)四书诸儒辑要*,朱奇生纂的)四书发注*,张槿时的)四书合参析疑*,周大璋的)四书朱子大全精

言*,黄越的)四书或问语类大全合订*,浦泰的)四书阐注*等#雍正间有戴蚆的)四书讲义尊闻录*,翁复

的)四书遵注*,许泰交的)四书大全学知录*等#乾隆间有任启运的)四书约旨*,王步青的)朱子四书本

义汇参*,范凝鼎的)四书句读释义*,任时懋的)四书自课录*,李灏的)四书疑问*,汪鲤翔的)四书题镜*,

陈孚的)学庸窃补*,朱良玉的)四书朱子大全经传蕴萃*,林庆炳的)四书撮要*,张甄陶的)四书翼注论

文*,胡斐才的)四书疏注撮言*,张九仪的)四书旁训*等#嘉庆年间有劳潼的)四书本注择粹*,李嵩仑的

)四书读*,陶起庠的)四书集说*,)四书补义*,林文竹的)四书贯珠讲义*等#道光年间有杨大受的)四书

讲义切近录*,金澄的)四书味根录*,孙应科的)四书说苑*,王筠的)四书说略*,何文绮的)四书讲义*等#

同,光年间有俞廷镖的)四书评本*,刘豫师的)刘氏家塾四书解*,张謇的)张謇批选四书义*,王伊辑的

)四书论*,谢廷龙的)四书劝学录*,吴宗昌的)四书经注集证*,萧开运的)大学集要*等#其中"以浙西塾

师汪鲤翔的)四书题镜*和金澄%

=?A"N=AGF

(的)四书味根录*最受士子钟爱#

&举业制艺'类的用途与&讲章'相仿"&讲章'重在经义的解释"&举业制艺'重在分析文章结构"以为

学习时文之用#这两类制举用书"除独立出现外"更有不少是以&二合一'的面貌出现的"即诠释经义的

同时"也分析文章结构"细究章法,句法,字法#&自宋之神宗"朝廷以经义取士"元代因之#当时攻举业

者"莫不各习一经"朝夕以摘题作文为要务#而老生宿儒"且命题若干则"选时人名著若干篇"以备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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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览揣摩"其旨趣以获中为准绳#'

!像元代倪士毅的)作义要诀*,王充耘的)书义矜式*,涂蟳生的)易义

矜式*,林泉生的)诗义矜式*等$明代徐%

=G@?N=>FG

(的)四书剖诀*和项声国的)四书听月*都是经义

与章法结构并重的四书讲章#清人编撰的这类应举用书有康,雍间赵灿英的)四书集成*,孙琅的)四书

绪言*,李戴礼的)四书汇通*,李沛霖等撰的)四书释疑*,邢淳的)四书通解*,张江的)四书辨疑*等$乾,

嘉间郝宁愚的)瓯香馆四书说*,苏珥的)四书解*,何如鴇的)四书自得录*,赵龙诏的)四书参解*,顾天健

的)四书一贯讲*,张庆源的)四书随课题解*,陈景的)四书绎*,孙绳武辑的)四书衷是*,侯廷铨的)四

书汇辨*,黄梅峰的)四书解疑*等$同,光年间丁守存的)四书虚字讲义*,沈济焘的)四书就正录*,俞樾的

)曲园四书文*,刘维翰,刘文翰的)四书文法摘要三编*等#

除了四书讲章和举业制艺类应举用书外"还有一些考据训诂四书的应举用书#元明有不少这类应

举用的参考书#甘鹏云)经学源流考*云!&专考四书名物人物者"元有周良佐)四书人名考*"明有陈仁锡

)四书备考*,薛应?)四书人物考*,薛肕)批注四书人物*,钱受益,牛斗星)四书名物考*#'

"入明以后"

科举&以时文为重"时文以四书为重"遂有此类诸书"襞积割裂"以涂饰试官之耳目'

#

#大体说来"这类

应举用书&意在使学者开拓其心胸"新鲜其耳目"广阔其见闻"庶几撰文者胸有成竹"左宜右有"词源汩

汩"而免空虚蒁漏之患也'

$

#清人编撰的这类应举用书较明人多"有雍正年间吕官山等纂"黄越校的

)增订四书典故人物图考*,江永的)四书古人典林*,周龙官的)四书左国辑要*,胡抡的)四书典制汇编*

等$乾隆年间陈宏谋的)四书考辑要*,萧正发的)翼艺典略*,程天霖的)四书镜典故*等$嘉庆年间臧志仁

辑的)四书人物类典串珠*,徐杏林的)四书古人纪年*,陶起庠的)四书续考*,凌曙的)四书典故窍*等$

同,光年间李扬华的)四书备检*,松轩主人的)增补四书典腋*,点铁斋主人编的)四书典类渊海*,周炳中

的)四书典故辨正*等#其中以江永%

=>A=N=?>!

(的)四书古人典林*和臧志仁的)四书人物类典串珠*的

版行次数最多#

上文所列清人编撰的四书应举用书"主要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新

集四书注解群书提要*,)贩书偶录*,)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业公所书

底挂号,)申报*的书籍广告与启事等整理而出#不过"由于大多数的这类图书随着科举制度废止后"时

代需求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二,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的内容与形式特点及其价值

配合朝廷的规定"绝大多数&讲章'皆单纯地按照程朱理学家的观点来对四书进行诠释"几乎不敢越

雷池一步#和前朝比较起来"这种对程朱理学的信奉显得单调#明代的四书讲章如)四书蒙引*,)四书

存疑*,)四书浅说*,)四书纪闻*,)四书阐旨合喙鸣*,)四书崇熹批注*等皆在编纂时尊崇朱)注*"以配合

朝廷考试的规定#不过"自王学在嘉靖风行后"王阳明的良知说及格物新解开始渗透入四书讲章中&

#

朱长春,周延儒的)四书主意心得解*,葛寅亮等著"郭伟汇辑的)新镌六才子四书醒人语*,鹿善继的)四

书说约*,马世奇的)鼎镌三十名家汇纂四书纪*,徐必登的)四书问答主意金声*等都颇受王学影响#这

些编撰者似乎是有意通过这类图书来体现他们个人的思想"或通过它们来扩大王学的影响力#万历中

叶以后的讲章不仅删除朱熹的)集注*"且刻意攻讦"并援引佛,道之说来解释四书#学者指出!&明季举

子趋捷径"事帖括"废朱)注*不读#或以佛道之寂灭玄同与儒家之旨不异"遂自标门户"附诸儒家"大率

恶平易而好奇辟#'

'张振渊在序)四书说约*时指出万历以来"士子&厌庸喜异"跳而越焉#初溷以诸子,

杂家"究入于禅玄诡说#匪特戈矛洛,闽"且几弁髦洙泗#如)理解*,)蠡编*之属"甚至)删正*,)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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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惑一世"而悖极矣#'

!

王学在清代走向衰落"在清初帝王的推尊下"程朱理学被朝廷定为官方思想#清中叶"乾嘉考据学

兴盛"理学的学术地位边缘化"但它对科举考试的影响不容忽视#伦明指出!&朱子作)四书章句集注*"

自谓铢两悉称"历数百年无异词#自元仁宗以八比取士"明清因之"功令遵用朱)注*"或有小异于朱)注*

者"例遭摈斥"以故无敢参异议者#'

"像毛奇龄%

=>!BN=?=>

(曾于康熙年间撰)四书改错*一书&改朱子

之错'"乾嘉间人戴大昌对毛氏之书深为不满"以为毛氏非以阐释书义为心"而以攻朱)注*为事"乃在嘉

庆年间特撰)驳毛西河四书改错*一书驳斥之#光绪二十年%

=A@F

("河南学政邵松年%

=AF@N=@!B

(上&请

尊崇正学'一折"称!&毛奇龄所著)四书改错*"自逞才辩"诋毁先贤#近来石印盛行"高明之士惑于其说"

以程朱为不足法'"奏请严禁此书#德宗闻奏后谕令!&)四书改错*一书有违正解"于士习人心颇有关系"

现在河南既有此书"他省恐亦不免流播#著各直省督抚出示严禁"不得再行出售#'指示考官在&校阅文

艺'时"&自当恪遵功令"悉以朱)注*为宗"不得录取异说"致乖文体"用副朝廷崇尚正学至意'

#

#朝廷的

干预"使得违背朱)注*的读物几乎完全丧失了市场价值#

在这些讲章中"不少从书名即可窥探到其追崇朱)注*的导向"如黄昌衢的)四书述朱*,周大璋的)四

书朱子大全精言*,王步青的)朱子四书本义汇参*,万人望的)四书朱子大全统义*等#它们大率荟萃与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相发明的诸儒议论"尤重当世名儒之说#诚如甘鹏云所说!&大抵历朝之说四书"其

日出不已者"由其群相袭也#其相袭也"又必出以相非#其始之相袭也"犹出于一涂"其继之相袭复相非

也"则杂而已矣#)四库提要*之纠之曰!其书不过陈因旧本"增损数条"即别标一书目"别提一撰人而已#

旋生旋灭"有如浮沤"不亦信哉#'

$清人所编撰的这类图书也没有跳脱出前人的框框"往往不过荟萃朝

廷所认可的诸家之说而已#像李沛霖,李祯的)四书朱子异同条辨*&以)朱子集注*为主"并择要载录)或

问*,)语类*,)精义*,)辑略*之说"宋以及清初儒者之论"则显然叛离朱子者"不加采录"其有发明圣道而

或以偶见而偏"或以似是而谬"则分别同异"而后以己意辩论异同之故'

&

#周大璋的)四书朱子大全精

言*&采辑)或问*,)语类*,)大全*则有删节#就明代及清初百余家之说"就一二语可采"亦为搜入'

'

#

邢淳)四书通解*&悉依)集注*"汇集先儒之说"以程朱为宗而斥陆王$又广采当时名家之论"如蔡清,陆陇

其等十数家言条分之'

(

#

从版面体式来看"也因袭前朝旧套#或不录经文"但标章节名称"征引诸家解说"如谢廷龙的)四书

劝学录*,何文绮的)四书讲义*等#或采取大字条列朱)注*各章原文"遇有须批注阐明者"辄以双行小字

引诸家之说于该字句之下"以相参照"如洪垣星纂,张承露参订的)四书绎注览要*,任时懋的)四书自课

录*,许泰交的)四书大全学知录*#或采取上下两栏的形式"如黄昌衢)四书述朱*下栏&全载朱)注*为

主"再依口气顺讲一段'"上栏则&取)大全*,)蒙引*,)存疑*"并摘录明代薛蠧,吕籹等论说"以相参

照'

)

#黄越)四书或问语类大全合订*下栏&载白文)章句集注*,)精义*,)或问*,)语类*,)大全*'"上栏

&全载己说"间有陆陇其,吕留良之语"使不悖朱子"标以某某云#或未定,或疑似"则加折衷'

*

#再如

)四书题镜味根合编*"书商将汪鲤翔的)四书题镜*和金澄的)四书味根录*合并后一起出版"上栏录)题

镜*"下栏录)味根录*#

在一些学者看来"不少四书应举用书终究是清代&乡曲小儒'为&举业而作'"往往是一些&无益于学

问之道'的&俗书'"&所见大率空浅迂腐'

+,-

#像胡抡的)四书典制汇编*&援引经传仅具崖略"未见精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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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间有按语"亦无甚发明#又所引多不标原书"泛以旧说或曰等浑括之'

!

#王道然的)四书图说*虽&悉尊

朱)注*"诂义极为深切'"但它仍&不过为读朱)注*及作时文者计其便#若云精研圣贤意蕴"则为之逮

也'

"

#郝宁愚的)四书说*&盖为举业家作文而设"非治经之书也'

#

#王汝谦的)四书记悟*&题曰记悟"

记其所自得也'"却遭伦明斥为&义多陈腐"绝少新得'

$

#学者概叹!&自元复科举后"以四书悬为功

令"讲章一派"从此而开#庸陋相仍"遂以朱子之书"专为时文而设"而经义于是遂荒#'这些讲章给经学

带来的积弊"是&程朱编定四书',&元延用四书义'"以至&明洪武定三场法'之时所始料不及的&

#必

须说明的是"应举用书的编撰目的"不过是单纯的&良便诵习'

'

#加上自明&以制义衡士'之后"&海内操

觚学语者人人自命为宗匠'者(

"都可编撰应举用书#编撰群体的庞大"四书应举用书中鱼龙混杂"良莠

不齐的情况也就无法避免了#

虽然不少应举用书的学术价值并不高"但我们也不能一竹竿打翻全船人"鄙视它们为&俗书'#在这

些应举用书中也有不少&足资参考'

)的作品#其中有便利士子备考用途的"如李祖惠的)虹舟讲义*&大

抵涵泳)章句集注*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语意#其体会颇费苦心"在时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

#又

如张江的)四书辨疑*于&四子书中一名一物"已具备无遗#且搜采甚博"抉择尚慎"亦参考者所不可废

焉'

+,-

#再如查体仁的)大学俗话*,)中庸俗话*&大旨以程朱为旨"即采他说"亦必不悖于程朱者"就经旨

演成俗话"委曲畅达"于文理接续脉络贯通之处"使读者心目豁然'"甚便于讲习+,.

#

也有在便利备考之余"于&剪裁之间"甚有斟酌"非仅治举业者所必资'"于经术,实学或文艺的学习

亦益处良多#在这些四书应举用书中"不少&亦有深邃之思"足以发抒经旨者'

+,0

"如钟谦钧序林文竹的

)四书贯珠讲义*称!&林叙亭先生"博学无所不窥"而于四子书尤深#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出为江西

县令#数年归"日以读书课徒为事#主湖北龙泉,扬州广陵书院"先后十余年"启迪不倦#尝以四书讲义

不下百数十家"各有发明"然皆讲义自讲义"经文自经文"不善读之"则如隔膜"乃摭取朱)注*及诸家讲义

与经文联络贯串之"见者无不快其解之捷而易为通也#'

+,1此书每节录朱)注*"列诸家要义于上方"并附

各图考于后#它&颇能发明朱)注*义蕴"读之可收贯通分明之效'

+,2

#又如题名陈宏谋编辑的)四书考辑

要*")新集四书注解群书提要*云此书乃&宏谋令其长孙兰森"将坊间陈仁锡,薛应?两家)四书人物备

考*旧本"详加参核"辑其要略"增以注释"有疑异者申以按语'#&宏谋之辑此编"欲俾穷乡初学"每读四

书一章"即从此考究一章之典制人物"触类引申"渐得经史贯通#足见此书有资于举业"然亦有助于实

学"用意至善#'

+,3再如董余峰,高其闳的)四书琳琅冰鉴*&分天文,时令,地理等五十四部"部下子目"总

计逾千#一目一文"皆鉹括成词"集句成篇"期于璧合珠联"有得有言#子目之文"有明出处"并引述原

文"欲学子非但记诵其词"且贯通其意"综观其书"虽本为科举而作"然于经术,文艺亦不无裨补'

+,4

#

面对着素质参差不齐的应举用书"士子们在使用它们时就必须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那些能够静

心学习,明辨是非的士子"应举用书可以说是有益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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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俊平!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析

三,余
!

论

伦明指出!&自明初以来"士子以八股进身#读四子书者"大都为弋获科第起见#'

!参考诵读自前朝

已有的四书类考试辅助读物"几乎是清代所有士子的共同行为#士子多将它们奉为至宝"朝夕以对"相

依相随#孙承泽%

=G@!N=>?>

(亲见一些士人&本经业'亦&多卤莽'"&他经尤不寓目'"&朝以诵读"惟是坊

肆滥刻'的应举用书"

#黄宗羲%

=>="N=>@G

(发现不少士子将&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

策*,)庄子*,八大家'等有资&举业之用'的图书&束之高阁'"而集中心思钻研)四书蒙引*)四书浅说*)易

经存疑*)易经达说*)四书说约*等应举用书"&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今之举子大约此

类'

#

#积习相沿"至同,光年间不衰"&士习不整"山长除阅月课试卷外"别无他事#故士有一经未遍而

入胶庠者"其素称博雅者"则数红对黑"以词赋为八股"谓之墨卷#所置书多)%四书(人物串珠*,)大题文

府*,)小题文府*"及其它帖括类书'

$

#科举考试在光绪二十八年%

=@"!

(改制后"由于仍考四书义和五

经义"故这两个项目仍为&彼曹特别注意之件'"&来购书者"辄矢口曰!有)四书大全*否1 有)五经备旨*

否1'

&通过清人的亲睹"可见它们对士子的阅读重心起着一定的影响#

为了端正士行与矫正文风"清世祖在顺治九年%

=>G!

(严饬掌管乡试的提调以及负责地方学校教育

的各级教官"督促生儒诵习官方认可的教科书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存疑*,)四

书蒙引*等"希望藉此使得士子皆能&淹贯三场"通晓古今"适于世用'#明令&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矜奇立

异者"不得取录'

'

#除沿用前代编刊的读本外"清廷也积极地整理和刊刻了不少按照程朱理学家观点

诠释的儒学著述"包括)日讲四书解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四书章句集注*,)五经四书读本*等"

将这些官方读本颁发两京及直省所属各学与书院"&以为士子观览学习之用'"并准许坊间书贾刷印鬻

售"使&士子人人诵习"以广教泽'"希望藉此来端正士行与矫正文风"&以为国家造士育才'

(

#

朝廷虽一再申诫"地方官员和学校教官的怠职使得这个举措收效甚微#像&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

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

)的一些学政亦玩忽职守#他们虽有察覆教官教学绩效的职权"惜他

们对教官的施教敦促不足"没能激发教官的教学热忱#世宗曾说!&教官多属中材"又或年齿衰迈,贪位

窃禄"与士子为朋俦"识考课为故套"而学臣又但以衡文为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责"漫不加

察#'

*既无教官施教"这么一来"朝廷所颁布的标准读物"绝大多数都尘封于学校的藏书处了#求学无

门"又得应付频繁的考课"无奈之下只得寻求援助"以增加中举机会#书坊主看准了这个商机"在与文人

的密切配合下"编刊了多不胜数的四书应举用书来满足士子的备考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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