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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例分经史子集四部，以经部居首，而十二经为其

冠冕。晚清以来大家可读的〈书目答问〉，开端为经吾~“正经正注”，第一部

书就是〈十三经注疏〉，并特别标明：“此为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经根抵”，

足见其地位的重要。由于〈十三经注疏〉本身的价值，以及其在历史上所有
的巨大影响，这部书迄今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典籍。

十二经的产生形成，有着非常长远的源流历程。｛诗〉、〈书〉等经的渊

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周代尚文，当时教育巳包括〈诗〉、〈书上。L）、〈乐〉。

如〈国语·楚语｝记载，春秋中叶楚庄王定太子傅，大夫中叔时回答王问，提

到“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训典”等等， l!p 涵有

〈诗〉、〈书〉、〈礼〉、〈乐〉及〈春秋〉等方面的内容。春秋晚年，孔子立私学，以
〈诗〉、〈书），（lL｝、〈乐〉教弟子，经的体系进一步奠定。

史籍传达孔子曾修篡六经，对此学者颇有争论，但六经之称在战国时

确已存在。〈庄子·夭运篇〉载：“孔子请老聘曰：丘治〈诗〉、〈书上。L）、

〈乐〉、〈易〉、〈春秋〉六经”，语属寓言，很多人不相信。不久前湖北荆门郭店

楚基出土竹简〈六德｝，篇中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
〈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所讲六经次第与〈庄子〉全
同，证明战闺中叶实有这种说法。参看〈苟子·劝学篇｝所论：“学恶乎始？
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不难知道经在社会教育中具有

明显的作用。

〈汉书·艺文志｝称周衰而〈乐｝亡，后来应劫、沈约等则将〈乐经｝之亡归
罪于暴秦。无论怎样，汉代只有五经立于学官。到唐代，〈礼〉有〈周礼〉、

〈仪礼〉、〈礼ii｝，（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这样是十二经；宋明又
增加〈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宋代曾经有人主张把〈大戴札记〉也收进

来，合为十四经，但没有得到公认。

〈十三经注疏〉的注绝大多数是汉晋古泣，而且一般说都是现在我们能

看到的最早的完整注本，疏也皆成于唐宋，因此特殊宝贵。不过在科举八

股时代，〈注疏〉实际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明代永乐时修成以宋元理学家

言为本的〈五经大会〉，试士经义全用宋元人泣，便是所谓明监本五经，〈易〉

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
传，〈礼记〉用陈滞〈集说〉，以致多数文人对〈注疏〉束而不观，甚至在个别人

引用〈注疏〉时群起惊讶。直到清代汉学之风兴起，〈十二经注疏〉才为学者



专门强调。

清代刊行的〈十三经注疏〉有乾隆四年（公元 1739 年）武英殿刻附〈考

证〉本，曾有覆刻，但广泛流行、共称善本的，是嘉庆二十一年（公元 1816

年）由阮元主持的南昌学堂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4吟，通称阮本。
〈书目答问〉赞之为“最于学者有益”。现在许多人使用的中华书局 1980 年

版〈注疏｝，就是将世界书局缩印的阮本重加补正影印的。

阮元，是乾嘉汉学的重要人物，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即以他殿尾。阮本

〈十三经注疏〉的出版，不妨视为汉学发展到顶峰的一种标志。阮本的优长

尤在于所附的〈技勘记〉，对〈注疏〉的使用增加了很多便利。当然，〈注疏〉

的校勘问题，本属深入的研究，不是〈校勘记〉所能完竣，所以在阮本之后，

又有不少学者碎心竭力，取得好多成果。例如清末著名学者孙话让，以阮

本〈十二经注疏〉为底本，反复校读，历数十年，所作札记辑为〈十二经注疏

校记〉一书，于 1983 年印行。其他各家类似的工作还有许多，都对十二经

和〈注疏〉的研究有所贡献。把这些成果汇集起来，无疑会使〈注疏〉更为有

用。

这里提供给读者的〈十二经注疏〉整理本，仍以阮本为基础，而在注记

中博采众说，择善而从，在校勘上突过前人。同时施加现代标点，改用横

排，这样做虽有若干障碍困难，却使这部十分重要的典籍更易为各方面读

者接受。对于编篡整理本各位先生的辛勤劳力，我们应当表示深切感谢。

另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还将以繁简两种字体分别印行，适应不同需要

的读者，组织和出版者考虑的周到详密，也是值得称道的。我觉得，〈十三

经注疏〉的这一整理标点本，非常适于爱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阅览，

更适合学校在教学工作中使用。

经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清代已有

学者提出“六经皆史’＼可是经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作用是永远不可

抹杀的，完全“夷经为史”，也非正确。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必须历史地

看待经和经学。我愿在这里重这复旦大学周子同先生 1961 年在〈经、经

学、经学史｝文中所说：“‘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急待

开展。”相信〈十二经注疏〉整理标点本的出版，将推动经学史以及整个中国

学术史研究在新世纪的进步。

李学勤

1999 年 12 月 29 日

于清华园



整理说明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

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

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

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

泉。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学”，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

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

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考其源流，儒家十三经之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

程。战国时即有“四经”、“六经”之名。其中六经之说，始见于

〈庄子·天运〉：“孔子谓老鹏曰：丘治〈诗〉、〈书〉、〈礼〉、〈乐〉、
〈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章学诚认为庄子为子夏门
人，故称“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庄子是否出于子夏，尚

无确证。而苟子则确为子夏门人，〈苟子·劝学〉“学恶乎始，恶

乎终？曰其数始于涌经，终乎读礼”，此则可证战国时儒家已

自称其典籍为经。后〈乐〉亡侠，至汉时，称〈诗〉、〈书〉、〈易〉、
〈礼〉、《春秋〉为五经，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传授这五部经典

而设五经博士，由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五经成为儒家最基本的典籍。自东汉起，经目不断递增，并将

辅翼五经的传、记，记载孔、孟言行的〈论语〉、〈孝经〉等并立为
经，所谓“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羽翼，皆称为经”。于是有东

汉七经之说，在原五经基础上，增加〈论语〉、〈孝经〉。至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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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间，以科举取士，在“明经”科中，分三〈礼〉、三〈传〉，合

〈易〉、〈诗〉、〈书〉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又立十二经刻石，
九经外，增〈论语〉、〈尔雅礼〈孝经〉。至南宋绍熙年间，将〈孟
子〉列人经部，遂有十三经之称。

自西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起，治经、

尊经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经学大盛，遂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

正宗，凌驾于史学、文学、艺术等等其他一切学术之上，自汉至

宋，解经、注经、笼经之作者层出不穷，著述浩如烟海。其中，

汉·郑玄、何休、孔安国、赵歧，魏·何晏、王粥，晋·杜预、范宁、

郭瑛，唐·孔颖达、徐彦、杨士勋、李隆基，宋·刑岗等，他们对诸
经之注疏，或以训话见重，或以义理为优，或以其详实，或以其
精练，从而高出于他们的同侨一筹，他们对各部经典的注疏，
亦成为了不可或替的经典之作。

南宋以前，经与注、疏各单行。南渡之后，始有合刻本。

其中南宋岳两〈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世
称“宋十行本”，为最古之版本。其版由元人明，递有修补。明

嘉靖中，又据之重刻，称闽本；万历中，又有明监本，用闽本重
刻；明崇祯中毛晋汲古阁又用明监本重刻，号毛本。清乾隆时
有武英殿本。由于辗转翻刻，校勘疏略，误谬相沿，致使各经

经文和注疏皆炸说甚多，字迹也漫i患难辨。清嘉庆二十一年，

阮元乃据宋十行本十一经及《仪礼〉、〈尔雅〉二经的北宋单疏

本重刊。又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唐石经、宋经注本校宋
注疏十行本，又以宋注疏十行本校明刻诸种注疏本，并以清卢

文强等所校本为蓝本，详列诸本异同，定其是非，附于各经各

卷之下，以正明刻诸本之i化。阮刻本为〈十三经注疏〉作了一

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正本清源的工作，有功于经学甚大矣，故号

为善本，流传颇广。自后，另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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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皆不及阮刻本。 1979 年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

阮刻〈十三经注疏〉进行了影印，并曾与清江西书局重修阮本
及点石斋石印本核对，改正文字i化脱及剪贴错误三百余处。

此次点校整理，即以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为底本。整

理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标点

根据现行新的标点符号用法，并结合古籍整理标点的通

例，对全书进行统一规范的标点。

二、文字处理

全书采用简体横排。以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颁布的

〈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根据，以〈辞海〉和

〈汉语大字典〉等权威辞书为标准，对〈十三经注疏〉中的全部
繁体字和异体字进行简化和规范化。同时又根据中国古籍和

文字的特点，尤其是〈十三经注疏〉的具体情况，参照有关的规

定和通例，对其中可能导致歧异和引起混淆的文字，进行仔细
的现别和严格的处理。

三、校勘和吸收研究成果

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i台让〈十三经注

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对阮元〈校勘记〉中已有明确是非判断

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

记两存。孙i台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系专门针对阮元〈十三经

注疏校勘记〉而作的一种补充和再校勘。对孙著中有明确是

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或对阮校进行纠谬；对

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在尽量保存底本原貌的

基础上，择善而成，并力求全面反映各种版本的差异。对底本

与各校本有歧异，但文意两通的，只出校记说明：对于因文字
出入而可能导致所证事实完全不相符合或性质形成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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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上略作考证以决定取舍。另外，还择要吸收了古今学

术界有关十三经及其注疏的校勘、辩证、考异、正误等方面的

成果，并摘要以按语的形式录人页下。

〈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代经典中影响最大而又难度极大

的古籍，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参与本书整理和审订工作的

专家学者及编校人员达数十人。他们兢兢业业，辛勤劳动，数
年如一日，为此书的问世，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作出了贡献。

十三经的经文有过多种整理本，但其注疏却从未进行过

系统、全面的整理，本次整理旨在填补学术界这一空白。相信

它的整理出版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极有禅益。但由于整

理的难度极大，参加人数众多，而如此浩繁的工程，虽历时三

年多，时间仍显仓促，书中存在错误也是难免的，敬希广大读
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订再版。

〈十三经注疏〉整理工作委员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书是〈周易正义上〈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

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

传注疏〉、〈春秋栽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
注疏〉、〈孟子注疏〉儒家十三经及其注疏的横排简体字版校注

汇刊本口

二、本书以 1979 年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

刻〈十三经注疏〉（简称阮刻）为底本。
三、此次整理工作包括标点、文字处理、校勘和吸收研究

成果等。

四、阮刻本原有附录一律收入。

五、标点

1. 根据现行新的标点符号用法，并结合古籍整理标点的

通例，对全书进行统→规范的标点。但全书不使用破折号、省

略号、着重号、专名号，正文中也不使用间隔号。

2. （十三经注疏〉中引用各种典籍极多，所以书名号的使
用很广泛，本次整理对书名号的用法进行了统一：

①并列书（篇）名之间加顿号，如“周礼丧祝甸祝男巫司

巫”，应标为“〈周礼·丧祝〉、〈甸祝〉、〈男巫〉、〈司巫〉”。
如遇几种典籍书、篇名混合并立，如“周礼丧祝甸祝仪礼

士冠士昏礼檀弓月令”，应标为“〈周礼·丧祝〉〈甸祝〉、〈仪礼·
土冠〉〈士昏〉、〈礼·檀弓〉〈月令〉”。不同书名之间加顿号，同

书异篇之间不加顿号。

②篇名的书号使用力求统→和规范，尤其是十三经各自



2 

的篇名，如引用〈周易〉的卦辞、交辞、象、象等，其卦、交等皆应

作为篇名，分别标为：〈乾〉、〈乾·九二〉、〈乾·九二·象〉、〈乾·九
二·象〉等。引乾、坤二卦之文言，标为〈乾·文言〉或〈坤·文

言〉。但只列卦名而未引用其文，卦名不加书号。各卦名在其
本篇内（如乾卦在〈乾传〉、坤卦在〈坤传〉）原则上不加书号。

〈周礼〉是一部记载周代官职的书，引用〈周礼〉时，各官职
名皆作为篇名；如非引用其文，而仅是述说该职官及其职能

时，该职官不作为篇名。

③凡行文中出现的一般泛指性的“经”、“注”、“疏”、“传”、

“笼”、“正义”等词，皆不加书号。其特指的各经各篇，也只予

其本来篇名加上书号，经、传、注、疏、笼、正义等皆不进书号
内，以免繁琐0

3. ｛十三经注疏〉含经、注、疏等多个层次的内容，应多使
用引号，以清肩目，凡注文中引用经文原文或疏文中引用经、

注文原文，皆使用引号。凡经、注、疏文中引用其他典籍之文，
皆使用引号。

六、文字处理

1. 汉字简化以国家文字委员会发布的〈文字使用规范条

例〉、〈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基准，以〈辞海〉
和〈汉语大字典〉为依据。〈辞海〉和〈汉语大字典〉不协调处，
根据书证内容确定。

2. 文字的处理，大致遵循以下原则：

①繁体字能简化的，即〈辞海〉标为某的繁体或某几的繁
体的文字，〈汉语大字典〉列有简化字或确定为可以类推简化
的文字，均尽量简化。

②古体字、不规范字和明显的版刻泡用字（如日、曰，己、

已、巳，汩、泪，帷、雌，戊、戌、戍等）、版刻误字，一律改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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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

③通假字一般保持原样不变。

④异体字一般改为规范简化字，但在某些人名、地名、书

名、职官、封号、徽号等专用名词和→些约定俗成的词组中，仍
保留原样。

⑤凡系阮刻本避清帝名讳之字改回本字。注、疏原文中

作者避其当朝帝王名讳之字不回改，但出校勘记说明。

⑥凡经文中被解释或被音注的异体或古体字，在同一卷

中一律保留。〈尔雅注疏〉经文中的异体或古体字，一律保留
不改。

⑦凡出现前后文中繁体与简体或正体与异体或古体与今

体字并列的现象，应将有关的繁体、异体、古体字在该段落中
保留。

③凡特定词组中的某些字，因简化后极易引起误解，该字
不简化。如三〈礼〉中所谓“二王後”或“二王之後”乃指古代新
朝建立后前两朝王族受封的后裔，非“王后”之谓，所以“後”字
不简化。

七、校勘

1. 此次整理，原则上以全面吸收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

勘记〉（简称“阮校”）和清·孙治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简称“孙
校”）的成果为主。凡阮校或孙校已有明确是非判断者，依据

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说明，对

于因文字出人而可能导致所证事实完全不相符合或性质形成

较大差异的，整理者略作考证以决定取舍。

2. 所有校勘均置于相应的页下。校勘记的序号置于被

校勘的字、词或句的末一字右上角，校记行文中也只录该被校

勘的字、词、句，不录整句原文或前后无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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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勘一般不照抄原文，按统一格式对阮、孙二校的原

文作适当改写，力求简明扼要，并在校勘行文中分别标明“阮
校”、“孙校”。

4. 凡阮校或孙校未作是非判断，仅引用他人或他书的按

语，校勘行文中则不标“阮校”或“孙校”，而直接标明为某人或

某书的观点。

5. 阮校的重点在版本校勘，主要以唐石经、宋刊各经单

注本、单疏本及宋至清各注疏合刻本汇校。孙校则不注重版

本校勘，且仅于三〈礼〉校做较多，其余各经较少。故校勘中凡
仅涉及版本异同而未标明“阮校”、“孙校”者，均为吸收阮校的

成果。

6. 凡整理者自己的校勘成果，均加“按”字。如同条有几

个人或书的观点，则整理者的按语列在最后。如前面的按语

中不可避免要出现“按”字，则标“今按”或“整理者按”字样，以

示区别。

〈十三经注疏〉整理工作委员会



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

周易正义十卷魏王粥、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 汉毛公传，郑玄笼，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体注，唐徐彦疏。

春秋毅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岗疏。

孝经注疏九卷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芮疏。
尔雅注疏十卷 晋郭瑛注，宋邢岗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寅疏。

右〈十三经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谨案〈五代会要〉：后唐
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经书之刻木板，实始于
此。逮两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两〈九经

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也。其书刻于宋南渡之后，
由元人明，递有修补，至明正德中，其板犹存。是以十行本为

诸本最古之册。此后有闽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
有明监板，乃明万历中用闽本重刻者。有汲古阁毛氏板，乃明

崇祯中用明监本重刻者。辗转翻刻，说谬百出。明监板已毁，

今各省书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阁毛本。此本漫油不可识读，近
人修补更多说炸。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经，虽无〈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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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但有苏州北宋所刻之单疏板本，为贾公彦、邢岗之原

书，此二经更在十行本之前。元旧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虽
不专主十行本、单疏本，而大端实在此二本。嘉庆二十年，元

至江西，武宁卢氏宣旬读余〈校勘记〉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给事
中黄氏中杰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经至南昌学堂重

刻之，且借校苏州黄氏圣烈所藏单疏二经重刻之，近盐巡道胡

氏穰亦从吴中购得十一经，其中有可补元藏本中所残缺者，于

是宋本注疏可以复行于世，岂独江西学中所私哉！刻书者最

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

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

卷之末，伸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其经

文、注文有与明本不同，恐后人习读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误，

故卢氏亦引校勘记载于卷后，慎之至也。窃谓士人读书，当从
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

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

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

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

二十→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于南昌学，使士林书坊皆可就

而印之。学中因书成，请序于元。元谓圣贤之经，如日月经

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兹卷首，惟记刻书始末于目录之

后，复敬录〈钦定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各〈提要〉于各注疏之
前，侮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学远轶前代，由此潜心敦品、
博学笃行，以求古圣贤经传之本源，不为虚浮孤陋两途所误云

尔。

太子少保光禄大夫江西巡抚兼提督扬州阮元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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