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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义补正8卷经部尚书类佚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原注云：。为目有八：

日正义、日考证，日考定．日辨正、日通论，日余论、日存异、
· 日存疑。皆排比完竣．初授之门人单作哲。后归单为锶。又归胶

州韩介侯，复归朝邑阎乃竹观察．’

按：以上2种疑为同书异名． -

’

尚书述4册经部尚书类佚 ．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原注云：。剪截《通志堂

刻本》而连缀之。各明其去取之由．’

书义补正经部尚书类

、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原注云：。马其昶专录

《尚书述》中方苞案语以名之．’
’

．

读尚书偶笔经部尚书类佚

见清戴钧衡《<望溪先生集外文>跋》．

朱子诗义补正8卷经部诗经类存

清方苞撰单作哲编

(1)乾隆问刻本． 。

．(2)嘉庆问刻本．
’

．

‘(3)光绪三年(1877)南海冯氏重刻本．

(4)清抄本．原为李盛铎藏书。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参见

‘《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 ：

周官集注，2卷经部周礼类存

(1)雍正问程盗吴门刻本，见乾隆十一年程盗《望溪先生文

集序轨
’ “

(2)《抗希堂十六种》本． ．

(3)《四库全书》本． 。
．

’周官析疑筘卷经部周礼类一存 ．

考工记析疑4卷经部周礼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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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2种有《抗希堂十六种》本．
· 按：以上2种亦见《四库提要》礼类存目，云：“是书以

《周官》为一编。《考工记》为一编，各分篇第，世亦两本别行。

然前有顾琮序，称合《考工》为四十卷，则本非两书，特不欲以

‘河间献王所补与经相淆。故各为卷目耳。”
’

周官辨，卷经部周礼类存

(1)雍正间龚缨河北刻本。

(2)《方望溪先生经说四种》本．

(3)《抗希堂十六种》本．

按：见《四库提要》礼类存目，云：。是书分别伪、辨惑二

门，大旨以窜乱归之刘歆，凡十篇．已录入所著《望溪文集》
’

中．此其初出别行之本也．”今《望溪先生集》卷1有《周官辨

伪》2篇。

钦定周官义疏钳卷经部周礼类存 ’

， (1)《御纂七经》本．
’

(2)《四库全书》本。 t

(3)《搞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按：此书为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题允禄等．奉高宗命

撰。实由方苞纂成．乾隆元年方苞充三礼义疏馆副总裁，四年落

职，仍修三札．六年书成，进呈高宗．高宗留览兼旬，命发刻，

一无所更．参见清雷铉撰方苞行状、沈运芳撰方苞传，并马其昶

《桐城耆旧传》卷8方苞传．

点勘周礼订义80卷经部周礼类 -．

宋王与之撰清方苞点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l，原注云：。方苞用绿色

笔。董蔗经仪部用红色笔．原稿存乌程丁小雅(杰)家。”

仪礼析疑，7卷经部仪礼类存

(1)《四库全书》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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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希堂十六种》本．

丧礼或问，卷经部仪礼类存

(1)雍正间刘捷浙东刻本．

(2)《方望溪先生经说四种》本．

(3)《抗希堂十六种》本．

(4)《龙眠丛书》本，2卷．

按：《望溪先生年谱》康熙五十一年云：。初先生居丧准

解L》’里中戚友有感而相仿效者。古塘(刘捷)刊是书示朋友生

徒，而江介服行者又渐多也．。 二

，

礼记析疑钳卷经部礼记类存

(1)《四库全书》本．46卷．

(2)《抗希堂十六种》本．．
。

评点大戴本b己经部大戴李b己类佚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 ．

左传义法举要，卷经部春秋左传类存

清方苞撰王兆符，程釜录⋯

(1)《抗希堂十六种》本．

(2)《榕园丛书》本．

左传义法举要J卷附方氏左传评点2卷经部春秋左传类存

4光绪十九年金匮廉泉校刻本．

按：蒋元卿《皖人书录》卷1按语云：。是书有果亲王刊

本，大抵辞义精深处用丹笔，叙事奇变处用绿笔，脉络相灌输处

用蓝笔。原印本甚罕见．金匮廉泉于荣城孙佩兰处获读是书，爰

仿马平王氏辑归。、方《史记》合评笔例。摘录起讫为2卷，以附

《左传义法举要》之后．”

春秋通论4卷经部春秋总义类存

(1)《方望溪先生经说四种》本．

(2)《四库全书》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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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希堂十六种》本．

春秋此事目录4卷经部春秋总义类存

《抗希堂十六种》本． 。

按：《四库提要》春秋类存目云：。苞既作《春秋通论》．恐

学者三传来熟。不能骤寻其端绪，乃取其事同书法互异者。分类

汇录，凡八十有五类．’

春秋日讲经部春秋总义类佚

清方苞校订

见清顾琮《<春秋通论>序》．

春秋直解门卷经部春秋总义类存

《抗希堂十六种》本．

删取五经大全经部群经总义类佚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

读经J『卷经部群经总义类存

妨望溪先生经说四种》本． 。

按：亦收入《望溪先生文集》卷1．

方望溪说经8卷经部群经总义类存

清方宜田辑

清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史记集解130卷附史记义法，卷史部正史类存

宋裴驷撰清方苞，储欣批
。+

汲古阁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r

按：《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谓卷内眉评及圈点甚工．

《集解》序下题云：。朱笔，绿笔临方望溪先生阅本．黄笔临储在

陆(欣)先生阅本．’卷端钞附方苞《史记义法》1卷．

史记130卷附方望溪评点4卷吏部正史类存
’

(1)光绪二年武昌张裕钊刻本．
1

(2)1930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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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著录《史记评点》4

卷。原注云：。张裕钊刊本．原本藏桐城倪达士家。”。

批点史记史部正史类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原注云：。用绿色笔。原

稿存北平黄氏．。

史记注补正J『卷吏部正史类存

(1)《抗希堂十六种》本． ．

’(2)《广雅书局丛书》本．

(3)Et本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李氏书目轨 ·

按：方苞于《史记》用力甚勤．《望溪先生文集》卷2《读

子史》28篇中，论《史记》的有22篇．又《望溪先生集外文补

遗》卷2有其《史记评语》共59条，所附邵懿辰识语云：。卢召

弓尝言：。望溪先生评《史记》真本。。藏北平黄氏．’甲辰，乙巳

之间(道光二十四、二十五年)。马平王定甫买得《史记》评

本，不著评者名氏．‘细察之。与《望溪集》中读《史记》诸文．

语意相应。知是望溪评面他人传录者。亟录存之．望溪别有《史

记注补正》。而兹评所开发尤多。学者由是可悟作史为文之义

法。”戴钧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亦云：。予刊《望

溪先生全集》既成⋯⋯邵映垣比部(懿辰)又摘先生《史记评

语》归予．” ．．

评点汉书 史部正史类佚 ’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

闻见录史部传记类

见《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卷1。有其文3则．戴钧衡识语

云：。先生此录，盖另Ⅱ自为书，单氏(为德)只得其不全稿也．

今附文后．” ‘。

按：《方望溪遗集》碑传类亦录《闻见录》之文3则，‘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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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声木注云：。此文从江浦刘大山太史岩《匪莪堂文集》中录

出。桐城戴存在孝廉钧衡编《望溪集外文补遗》亦录有三则．虽

属纪事。实即碑传类．当是别自为书，嘉言懿行所录必多。惜未

能得见其全也．。

微君孙先生年谱(一作孙夏峰年谱)2卷 史部传记类存

清孙奇逢自编汤斌、魏一鳌等编次方苞订正

(1)乾隆元年刻本． ．。

．

(2)《孙夏峰全集》本．

(3)《畿辅丛书》本．

(4)《孙夏峰三谱》本．

(5)光绪十三年继善堂刻本．

(6)《丛书集成初编》本．

按：此谱系谱主自撰大纲，门人汤斌、魏一鳌，赵御众、

耿极等编次，后方苞应谱主曾孙用桢之请而订正．《望溪先生年

谱》康熙五十四年云：。春。删定容城孙徵君年谱，书成，序

之；寻作微君佑”《孙微君年谱序》’《孙微君传》分别见《望溪
先生文集》卷4、卷8．参见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

录》．
“

汤文正公年谱定本，卷史部传记类存

清方苞撰杨椿重辑

(1)《赵氏藏书·潜庵先生全集》本．

(2)清稿本．收入台湾《历代名人年谱大成》．

按：此为汤斌年谱．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云：。题方苞编者。或当时借重望溪之盛名，实即杨椿所增编．”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4有《汤文正公年谱序》’云7：。乾隆七年

首夏。公(汤斌)之叔子沆以时贤所为状志．传记，属余编定且

序之．时余告归，行有日矣。乃以付武进杨椿农先．冬十月·沆

使使奉书以谱来。去取详略。一无所苟．。是此谱由杨椿所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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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与此谱编成不无关系．今《望溪先生集外文》卷2有《请以

汤斌从祀文庙及熊赐履郭绣人贤良祠札子》，卷6有《汤司空逸

事》、《汤潜庵先生逸事》等篇，表彰、述说汤斌事迹．其《汤潜

庵先生逸事》下有戴钧衡识语云：。此篇，厚子(苏悖元)自汤

公年谱录出．所叙康熙问免田租与王本(指清王廷灿编汤斌年

谱)小异。而文较简明．今从苏(悖元)录。而分注王本之不同

者于内．”是方苞于汤斌事迹颇多关注．

望溪奏议2卷史部政书类存

清邵懿辰辑

(1)《龙眠丛书》本．
。

(2)清抄本。不分卷，北京图书馆藏． 、

按：此奏议由邵氏自《方氏家谱》中辑出．共19篇．后戴

钧衡复增9篇，收入《望溪先生集外文》．

游雁荡记，卷史部地理类存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按：此记亦收入《望溪先生文集》卷1 4．
、

删定管子J『卷子部周秦诸子类存 ．

5

《抗希堂十六种》本．

管子补注子部周秦诸子类佚
’

评点庄子子部周秦诸子类佚

以上2种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
‘

删定荀子，卷子部周秦诸子类存 ．

《抗希堂十六种》本．

荀子补注子部周秦诸子类佚 ．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

读子史J『卷子部杂学类存

《方望溪先生经说四种》附．

+按：亦收入《望溪先生文集》卷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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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溪读经史不分卷子部杂学类存

清王兆符、程盔辑

清刻本．

按：书分2册，分别题作《读经》、《读子史》(论文附)．

篇题少于通行本《望溪先生文集》所收．篇次也有不同．所附

。论文。部分今《望溪先生文集》题作。书后题跋。类，篇次也互有

出人．又本书所收各文后有梅文鼎、程廷祚．顾琮，刘捷并单作

哲、韩梦周．王兆符，程盗等人评语．通行本则无评语．

离骚经正义J『．卷集部楚辞类存 ’

《抗希堂十六种》本． ，

方灵皋全稿不分卷集部别集类

清戴名世，刘捷同论次

康熙四十五年抗希堂精刻本．

望溪集集部别集类

清顾琮辑

见《贩书偶记》．

乾隆问顾琮刻本．

按：程鲞撰《望溪先生文集序》云：。总督潸政御史大夫顾

公惜之。复刻于淮南．。顾刻本今未见。通行本《望溪先生文集》

有其乾隆五年所作之序．云：。方子之文．、余共事时．爱而录之

者十之四，邮致者十之二二．姑就箧中所存。编而录之．。

望溪先生文不分卷集部别集类存

清王兆符、程鲞同辑
。

(1)《抗希堂十六种》本．
、

(2)清刘履芬抄补章钰跋本．北京图书馆藏．

按：此书由方苞门人王兆符辑于雍正年问。兆符早卒。方

苞门人程鲞复增辑于乾隆年问．有雍正元年王兆符、乾隆五年顾

琮，十一年程盗序．

望溪集8卷集部别集类存

6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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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库全书》本．
。

(2)清稿本。收入台湾《国朝文会》．

望溪文钞J卷集部别集类存

《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望溪先生文外集不分卷集部剔集类存

方苞曾孙传贵辑刻

《抗希堂十六种》本．

望溪先生文集J『8卷集外文，D卷补遗2卷附录，卷年谱J『卷集

部别集类存 、

清戴钧衡辑年谱清苏悖元编

(1)咸丰元年(1851)戴钧衡刻本。无。补遗。．

。(2)咸丰三年重刻本．

(3)《四部丛刊》本．

(4)《四部备要》本．

(5)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

按：清戴钧衡以王兆符，程盗辑本未善，乃重编为18卷．

后又就方传贵所辑刻《外集》，并合邵懿辰等人所辑佚文。附以

尺牍，共182首。成《集外文》lO卷，又附苏悖元撰《年谱》l

卷，刻于咸丰元年．后又以所得文为《补遗》2卷，复刻于成丰‘

三年．

方望溪文钞6卷集部别集类存 ．

清戴钧衡辑

(1)清刻本．

(2)1914年上海广益书局排印本．

望溪文集补遗J『卷．集部别集类存 ·

清孙葆田辑

《孙氏山渊阁丛刊》本．

’按：孙葆田曾得清宋荦旧藏《望溪集》钞本4册，中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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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符，程签所未收者．后又从潍县高翰生处得单为德旧藏《望

溪遗稿》．乃合二本作《补遗》刊刻之．、

方望溪文钞J卷集部别集类存 ．

王文濡辑
’

《明清八大家文钞》本．

方望溪尺牍，卷集部另q集类存

《明清十大家尺牍》本．
’

方溪文集再续补遗4卷集部别集类存

望溪文集三续补遗3卷集部别集类存

以上2种刘声木辑

《直介堂丛刻初编》本．

按：刘氏于1924年购得《望溪集》旧钞本，其中多有戴钧

衡、孙葆田二本未刊之文．又从《敬孚杂钞》等书中。搜得文

33篇，诗13首。编为《再续补遗》．后复从合肥刘文典处得其

所购《望溪手稿》两大册，刘声木乃为之录副，依类编辑，并增

人自辑文5篇，诗3首。共37首，编为《三续补遗》．唯刘声木

录副本讹误较多．

望溪文集四续补遗集部别集类佚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

方苞集集部别集类存

刘季高校点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按：．此据咸丰三年戴钧衡刻本分段标点． ．，

方望溪遗集集部别集类存

徐天祥，陈蕾点校

1990年黄山书社出版．

按：本书将孙葆田．．刘声木二人辑本合而编之。厘为序

跋，奏议，书牍等7类．订正了原刻讹误，复校以安徽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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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藏刘文典捐赠之《望溪手稿》．又益以方氏旧抄方苞手批柳文

批语．所收诗文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方苞集》所未收者．

望溪手稿集部别集类存

刘文典旧藏。2册．后捐赠安徽省博物馆．

按：清韩梦周，单为锪、雷铉、方道兴、王宝仁，汤品三

等人均辑有方苞遗文．诸家辑本或已佚，或已收入通行本，兹不

再一一列出．参见苏悖元《<望溪先生文集>跋》．戴钧衡《<

望溪先生集外文>跋》等．

批杜诗集部剔集类佚
。

．
．

见《杜集书录》内编卷9。云：。方氏批杜系据何本，不详．

未见传本，或未梓行。但各注家颇有征引。乔亿曾见此批．”

评点韩文集部别集类佚 ‘，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注云：。原本藏单作哲、

家。。 ．

。

，

。

评点朱子韩文考异集部别集类佚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

评点柳文集部别集类存

原为方氏旧抄本。今收入黄山书社出版《方望溪遗集》附录

一●

按：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注云：。手稿藏马其昶

家。原用朱笔亲笔讲授。以授程盔．。

古文约选加卷集部总集类

清果邸刻本．

． 按：此书列名果亲王，实成于方苞之手．《望溪先生年谱》

雍正十二年云：。奉果亲王教，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

成均诸生。其后于乾隆初诏颁各学官．。
。

’

一

评点古诗笺集部总集类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原注云：。以上四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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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汉书》、《评点大戴礼记》’《评点庄子》、《评点古诗笺》)．

后人录方苞，刘大魁，姚鼐三人评点成一书．。

评点唐宋八家文集部总集类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注云：。藏孙葆田家．’

按：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2程鲞传谓其编有《望

溪删订评阅八家文读本》1卷。或即指此书．

五七言古近体诗钞集部总集类

清方苞．刘大榭同选 ．

见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卷1。刘大槐。条．

钦定四书文4J『卷集部总集类存

清方苞奉高宗命编

(1)清武英殿刻本．

(2)《四库全书》本．

按：此为乾隆初方苞奉高宗命．选明清两朝诸大家四书制

义文数百篇．以为举业准的．

抗希堂十六种丛书类存
‘

康熙嘉庆问桐城方氏抗希堂刻本．

子目见上．

按：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著录有光绪二

十四年娜环阁活字本《抗希堂十六种全书》。此本今遍查未见。

不知与《抗希堂十六种》为同书否．姑录此俟考． ．

方望溪先生经说四种附一种丛书类存

乾隆中方观承刻本．

子目见上．此为方苞经说最初本．

删定通志堂宋元经解丛书类佚

见《望溪先生年谱》乾隆十四年．

按：方苞得徐乾学刻《通志堂经解》，乃取其粹言而会通

之，20余年始成．戴钧衡《<望溪先生集外文>跋》谓方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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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大有关于前贤后学者。莫过于此书。想其书亦在人问．马其昶

《桐城耆旧传》卷8则谓未刊行．无传本．

张秉亮字熙人．一字啸耕．清上元人．谢煦弟子．康熙五十一

年(1712)进士．充翰林院纂修官．性耿介．然遇人谦退．于古

今人物，历代治乱．了如指掌．谒选得知县。未仕卒．祀乡贤

祠． ，

清思堂集集部别集类佚 ．

见同治《上江县志》卷12．

按：《国朝金陵诗征》卷1l收其诗2首．

马几先字祖修。一字秋田．号香林．清江宁人．生平笃于操

行．以诗游京师，为红兰主人蕴端客．康熙三十七年(1698)与

周清原．叶藩、顾嗣协及蔡玺等16人．先后为徐兰题《芷仙书

屋图》．三十九年与余宾硕等集孔尚任宅．观演《桃花扇》．晚归

里。自号夭阙山樵．雍正初举贤良方正．辞不就．

敦好堂集3卷集部别集类 、

见同治《上江县志》卷12． ．

按：《江苏诗征》卷11 1收其诗2首。《国朝金陵词征》卷

13收其词27首． ．

朱元壁(1669—1697) 字位子．清上元人．圻子．少颖悟，

体素弱．与从弟昭朴、族弟西成读书宝华山中。以苦读致呕血不

起，诗文多散失．
”^

。

锦囊集J卷集部别集类存

《金陵朱氏家集》本． 。

·

方正瑁字虞律．号柴林．清江宁人．中履次子。正瑗弟．官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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眙训导．在任修学舍。恤寒素．

柴林诗钞集部别集类佚

见《金陵通传》卷25．

刘旃锡(1670一?) 字子望。号莪压．清江宁人．章锡兄．性

孝友，博学工文，补诸生． ‘·

白下余谈，卷史部地理类佚

见嘉庆《江宁府志》卷55．

按：《国朝金陵诗征》卷17云：。《白下余谈》。乾隆庚午

(十五年，1750)年作，藏压时年八十余矣．。又云：。其书流传渐
罕，须重梓以行．”是此书本有刻本，今未见．

又按：清金鳌《金陵诗征录》卷10云：。所居在孝侯台下。

故东城水道言之侃侃．为学宫弟子．故庠序中事亦纪载维详。。

文家稽古编，D卷子部杂学类佚
‘

藏虚斋萃笔子部小说类佚

刘旃锡诗集集部别集类佚
’

以上3种见同治《上江县志》卷12．

按：《国朝金陵诗征》卷17收其诗11首．

沈用济原名瑛．字方舟．清钱塘人，移家金陵．康熙时国子

生．喜吟诵。好游历。足迹遍及鲁、楚、闽，粤，燕，赵等地．

晚与马几先、姚玉亭等相唱和．

方舟集集部别集类佚 ．

．一

见《国朝金陵诗征》卷44。收其诗18首．

刘树声清上元人．与江宁刘旃锡同时．

金陵闻见杂著史部地理类佚奄，

见同治《上江县志》卷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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