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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序文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１２ＣＺＷ０４７）、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拔尖个人项目“中国古代

藏书印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４４ＺＳ０４）研究成果之一。

　　①姚金笛博士论文《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曾对《诗钞》的作者数量和性别进行统计（山东大学２０１３年，第３８页），本文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按作者类型分别统计所作诗数，详见下文。

首都图书馆藏《阙里孔氏诗钞》稿本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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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玥琳

摘　要　本文以首都图书馆藏清道光稿本《阙里孔氏诗钞》为考察对象，全面介绍稿本《阙里孔氏诗钞》的 内 容 和 版 本 特

点，并将其与传世刻本进行对比，从而厘清稿本校改人、校改方式、版本年代、校改特点等具体问题，并揭示稿本的重要文

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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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阙里孔氏诗钞》（以下简称《诗钞》）１４卷，清

孔宪彝纂辑，盛大士选订，是清代曲阜孔氏家族的

诗歌总集。
孔宪彝，字叙仲，号绣山，又号韩斋，山东曲阜

人，孔 子 第 七 十 二 代 传 人，清 道 光 五 年（１８２５）举

人，官内阁中书，著有《对岳楼诗录》、《韩斋文稿》，
编有《阙里孔氏诗钞》、《曲阜诗钞》等。孔宪彝品

敦学淳，善诗文，有韩愈遗风，又喜绘画篆刻，写兰

最为精妙。游寓京师，居衍圣公邸之东廨，颜其室

曰“韩斋”，与魏源、曾国藩、何绍基等名士交往唱

和，“文酒过从最盛”，时人称为“韩斋雅集”［１］。孔

宪彝有感于“孔氏诗向无合钞，其有专集行世者，
卷帙浩繁，猝难遍览；其有未经镌板者，子孙珍藏

手泽，又不轻以示人”，故“汇录各集，乞镇洋盛子

履（大士）选订填讳，而宪彝躬事编录之役”，乃成

《阙里孔氏诗钞》［２］。
本文拟在介绍《诗钞》内容、体例、传世版本的

基础上，对首都图书馆所藏稿本的内容、特点、其与

刻本《诗钞》关系等方面进行考述，进而厘清稿本校

改人、校改方式、版本年代和校改特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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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诗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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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与版本

２．１　《诗钞》的内容与体例

曲阜孔氏为世家大族，诗人辈出，传世作品为

数甚多。如何收录和编纂这些诗歌，编者有着明

确的去取标准和编纂条例。这主要体现在道光十

六年（１８３６）孔宪彝所编之《凡例》。
《诗钞》之内容，收录了清初至道光 间１２０位

孔氏族人（其中男性１０２人，女性１８人）的诗歌作

品共计９６７首。① 收录标准则仿《史通》、《文选》而

成。第一，“是集皆采昭代之诗，断自国朝”，只收

录创作于清代的诗作［２］９８。第二，“是钞或以诗存

人，或以人存诗……有全稿行世者，所录亦止数十

首，而一二残篇则不暇持择，亟为登入”［２］９９。《诗

钞》中各诗人名下所录诗歌数量多寡不等，有全集

传世者如孔昭虔收诗６０首，孔尚任收诗５８首，均
择其代表作而录；同时仅存录１首者也大有人在。
第三，“是 钞 止 载 以 往，现 在 作 家 虽 多，概 不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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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２］９９。这 一 点 可 由 道 光 二 十 一 年（１８４１）孔 繁

灏《阙里孔氏诗钞后序》得以印证：“绣山族祖手编

我孔氏诗，断自以往，得百余家，选录如干首，厘为

十四卷……今年秋，复出稿本见示，繁灏受而读之，
则较前又增数家，而先君遗诗已登入矣”［２］９８。第

四，辑诗之余，兼附作者小传，列其爵位事迹，“以

备知人 论 世 者 采 览”［２］９９。第 五，“孔 氏 分 支 派 别

若南渡诸宗及流寓户汇为一编，可至数百卷。是

钞由近 而 推 限 于 闻 见，不 能 遍 及 广 收 博 采”［２］９８。
《诗钞》仅收录曲阜地区孔氏族人的诗作，而不涉

及其他支系。
《诗钞》之体例，首先，按“宏闻贞尚衍兴毓传

继广昭宪庆繁祥十五字孔氏辈次”编次，“不论支

派、科第、远近，俱以辈分为先后，惟衍圣公为大宗

主 鬯，不 在 此 列，故 列 之 卷 首，用 志 敬 宗 之

意”［２］９８。故是集卷一、二所收为历代衍圣公诗作

（８人，１７４首），卷三至十二按辈次排列男性族人

诗作（９４人，６７３首），卷 十 三 为 孔 氏 女 孙 诗 作（６
人，６０首），卷 十 四 为 孔 氏 女 媳 诗 作（１２人，６０
首）。其次，“每字辈首名下书‘孔子几十几代孙’，
以备考核。自兴字辈以下，则书于大宗名下，后皆

从省”［２］９８。这 一 安 排 是 因 为 集 中 收 录 的 首 位 衍

圣公即为“兴”字辈，旁支后人的代次可据大宗考

察，不必重出。但检视全书发现，这项规定未能彻

底执行———卷三、四所收贞、尚、衍三辈中，部分族

人就未注明代次。最后，“五经博士例应衍圣公次

子世袭，常博、荫生则无定例，故凡袭博士者，不书

某公子，常博、荫生则书某公第几子，若世袭知县、
执事官，则 由 拣 选 授 职，不 在 此 例”［２］９９。这 项 规

则有助后人了解孔氏族人在家族谱系中的位置及

禄位承袭情况。

２．２　《诗钞》的版本

《诗钞》通行版本为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曲
阜孔氏刻本，《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国家图书馆、南
京图书馆有藏［３］。首都图书馆亦 藏 有 相 同 版 本，
但著录为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孔氏韩斋刻本，
是据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孔宪彝跋文“板成，藏于

韩斋”［４］句而定。２００９年，《山 东 文 献 集 成》第 三

辑 以 山 东 师 范 大 学 图 书 馆 藏 清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１８４２）刻本为底本，将《诗钞》影印出版。今将首

都图书馆藏本与之相较可知，实为同一版本。惟

山东师范 大 学 图 书 馆 藏 本 卷 十 四 末 缺 少 孔 宪 彝

跋，故以卷前朱锦琮《阙里孔氏诗钞序》所言“道光

二十二年余守东郡”［２］９６为版本年代依据。
除传世刻本外，《中国古籍总目》中另著录首

都图书馆藏有清道光稿本《诗钞》１部（１４卷，１函

４册，钤“北平孔德学校之章”朱文方印、“首都 图

书馆藏”朱文长方印，索书号（甲四）／８５５），该书已

于２００９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

０９５３１［５］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

３　首都图书馆藏稿本《诗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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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述

３．１　稿本《诗钞》的版式与装帧

稿本以 印 版 乌 丝 栏 稿 纸 墨 笔 抄 写，半 叶１０
行，每行２１字，小字双行字同，黑口，左右双边，单
黑鱼尾，半框高１８．２ｃｍ，宽１３．０ｃｍ，开本高２６．
３ｃｍ，宽１６．９ｃｍ，书 衣 墨 笔 题 签“阙 里 孔 氏 诗

钞”，版心镌“阙里孔氏诗钞卷第”字样，全书仅阮

元序与凡例版心处有页码。卷前盛大士道光十七

年（１８３７）序，仅有板框、书口、鱼尾，无界格，版心

亦无题名。
稿本所用竹纸，色黄，薄而有 韧 性，仅 卷 前 数

页稍有老化 现 象。全 书 以“诗、书、礼、乐”４字 分

册，皆为毛装。
３．２　稿本《诗钞》的书写笔迹

稿本呈现多种不同的书写笔迹，略以 卷 次 区

分，则序文、卷一的字体最佳，有康乾时期馆阁体

意味；余者为普通正楷，十分工整。由此 可 见，此

底本并不是作者的初稿本，而是已经修改后的一

个稿本，并且由多个书手抄写而成，最初的编辑加

工痕迹已不可见。校改笔迹同样复杂多变，至少

有２－３人参与其中。
３．３　稿本《诗钞》的结构与内容

稿本由序文、凡例、目录、正文 和 校 改５部 分

构成，除阮元、孔庆镕二序未加删削外，底本大部

分内容都存在校改痕迹。
（１）序 文。卷 前 序 文 共３篇，按 位 置 先 后 依

次为：
首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阮元序。① 阮元继室孔

璐华为孔子七十三代女孙，赠衍圣公孔宪增之女，

０７７

① 序文末记“扬州阮元书于京邸节性斋，时年七十有五”，其撰写时间据此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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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阮元也自称为“七十三代门婿”，由他撰写孔

氏诗钞序文实属当仁不让。
次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盛大 士 序。盛 大 士，字

子履，号逸云，别号兰簃外史、兰畦道人，镇洋（今

江苏太仓）人，清嘉庆五年（１８００）举人，官山阳教

谕，“精绘事，用笔似董思翁……文法唐贤，诗兼各

派”［６］，有《蕴 愫 阁 诗 集》、《朴 学 斋 笔 记》等 传 世。
从序文内容可知，盛大士与孔宪彝父子两代４人

的关系都十分密切，相交数十年间唱和不断。也

正因此，盛氏受邀膺任《诗钞》纂辑者之一。细审

此序之纸张、版式、笔迹、墨色，与稿本其他部分差

异明显，落款“盛大士子履”等字笔迹则与传世盛

氏落款极为吻合，序末还钤有“大士”朱文、“兰道

人”白文二小方印，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是盛大士之

手书。但是该序在内容上主要围绕孔宪彝之弟宪

庚展开，叙宪庚诗学修养以及盛氏与其亲密交往，
并未论述《诗钞》一书的纂辑与刊刻，与传统书序

写法相违，令人感到困惑。事实上，这是盛氏为孔

宪庚某诗集所撰序文，与《诗钞》全无关系，其性质

以及出现于此稿本中的缘故，后文还将再叙。
末 道 光 十 六 年（１８３６）孔 庆 镕 序。孔 庆 镕

（１７８７－１８４１），字陶甫，号冶山，孔子七十三代孙，
乾隆五十九 年（１７９４）袭 封 衍 圣 公，有《铁 山 园 诗

集》８卷。作为时任衍圣公，孔庆镕对《诗钞》的纂

修十分重视，不但亲自撰写序文，“且亟劝其付梓

以寿世”。
（２）凡例。凡例共计１０条，大体分为３个 方

面的内容：第１、１０条介绍《诗钞》纂辑缘起、编者

情况，以及为此 书 做 出 贡 献 的 孔 氏 族 人；第２、６、

７、８、９条说明内容去取原则；第３、４、５条 则 用 以

规范书籍编纂体例。尾署“孔子七十二代孙宪彝

叙仲敬识”，说明此凡例为孔宪彝制定。
（３）目录。目录端题“阙里孔氏诗钞目次”，共

分１４卷，可 见 此 书 的 体 量 与 结 构 在 当 时 业 已

成型。
（４）正文。《诗钞》正文卷端首行为题名“阙里

孔氏 诗 钞 卷 第×”，顶 格 书 写；次 两 行 为 编 者，题

“镇洋盛大士选订／曲阜孔宪彝纂辑”；再次为诗人

姓名，以单行大字书写，低一格，姓名下为小传，双
行小字，折行处亦低姓名一格；再次为诗题，单行

大字，低二格；最后是诗文，单行大字，顶格书写。
全书 对 于 用 讳 和 敬 称 十 分 严 谨。如 遇“孔

子”、“国朝”、“君王”、“宸翰”、“乾清宫”一类词汇，
一律空一格敬书；清代皇帝名讳一概以缺笔的方

式加以避讳。
《诗钞》卷 十 四 末 页 下 方，写 有“曲 阜 刘 文 炳

镌”字样，可见在此稿本抄写时，已基本确定了下

一步刊刻工作的匠人。

３．４　稿本《诗钞》的校改

校改者以圈改、涂抹、眉批、浮签等方式，对底

本格式、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校改工作，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体例。《诗钞》底本在抄录 时 已 遵

循一定原则，此次校改者又对格式、用字、称谓等

进行了重新调整。①目次中原题“卷×”统一改为

“卷第×”，与版心和正文卷端保持一致。②卷端

著者原距下边栏４字，校改者将其下移两格，题浮

签为“下空二格”。③在涉及皇室和孔氏祖先时，
称谓前空一格以示尊敬，原有个别采用折行顶格

书写的 地 方 也 统 一 改 为 空 一 格 接 写。如 孔 庆 镕

序“……暨我 列公诸诗。窃叹／圣泽相承，永永无

已……”之 句，天 头 处 批 写 识 语“‘圣 泽’空 一 格，
接写”。

第二，校订和修改内容。①对 个 别 文 字 的 增

删、校 改 和 考 证。如“箴
田，当 作‘觱’，查 字 典 无

‘箴
田’字”，“盲，系目盲字，音氓，‘膏肓’系‘肓’字，

音荒”等，此类修改大多以浮签形式出现。又如卷

二孔继濩《九日鲁南城登高用壁间杜韵》，改诗题

为《九日鲁南城登高用壁间杜诗韵》，增一“诗”字；
卷十三孔 丽 贞《中 秋 玩 月》“寂 寂 寒 蛩 已 报 秋”之

句，改“寂寂”为“唧唧”。可见校改者对抄录过程

中出现的错、衍、漏字进行了详细校改。②对整体

行文的修改。如将孔庆镕序中“然皆合一代之著

述，成一代之大观，未有以一姓文章辑为钜册，传

诸艺林者也”，改为“宣城梅氏《诗略》则合一姓编

为家集，然始唐讫明，仅数百人，以千余年之菁英，
始成简策，未有以一代文章辑为钜册，传诸艺林者

也”。③整篇增入或删除。如卷二孔昭焕条下原

本仅录《乾隆戊辰驾幸阙里恭和赐诗元韵》等３首

应制之作，校改者复以浮签形式增入《送燕》、《雩

门杂咏》等４诗，使后人得以了解诗人遣情小品的

一面。又如同卷孔庆镕条下原有《芙蓉曲》３６０余

字长诗一首，不知何故被整篇勾去，天头处也题有

“删去不写”的批语。这些被删去的诗作有可能已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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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佚诗。④对称谓的修改，历代衍圣公统一以

“某某代祖”称之，其余各人以字号或官职称。如

卷一孔兴燮条小传原为“公少孤”，改为“先六世祖

少孤”。又如卷四孔衍劭条原为“懋诣少好学”，改
为“懋诣司马少好学”。

第三，调整篇章顺序。《诗钞》按孔氏 辈 分 排

序，百余人中难免有年齿相近而致顺序错乱者，校
改者对 此 逐 一 纠 正。如 正 文 卷 四 顺 序 原 为 孔 衍

棪、孔衍栻、孔衍劭，校改者在孔衍棪处贴浮签，题
“衍棪诗列入衍栻之后、衍劭之前”。目录中也存

在此类校改，主 要 是 增 加 了 孔 庆 镕、孔 传 斌 等１０
人的名字，并按照一定顺序以单行小字补写入原

文空隙处；其中孔昭熏在第一次补写时位置有误，
被校改者删掉，又重写在正确的位置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

４　稿本《诗钞》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与刻本的关系

稿本《诗钞》保存有大量修改痕迹，其作为修

改稿本的性质毋庸置疑。将稿本与传世刻本进行

比对，二者之间的异同之处亦鲜明可见。笔者即

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略作分析。

４．１　版式上的比较

如前所述，稿本是抄写在刻印成型的《诗钞》
专用稿纸上的，经对比可知，稿本的版式、行款与

传世刻本几近一致，惟板框高度略大于刻本，版心

题名字体稍有不同。由此可知，《诗钞》的版式行

款在抄录此稿本时已经谋定，但它还不是最终付

梓时的版式，正式刻印前，编者又进行了微调。稿

本的抄写字体以工笔小楷为主，但是各书手之间

笔迹差异明显；而刻本一律使用具有清中晚期刻

版风格的宋体字，字体方正，版面较为紧凑，没有

明显的字体差异。可见在定稿后，编者又重新延

聘书手写样上板，用于雕印。

４．２　内容上的异同

稿本的底本、校 改 和 刻 本 形 成 了《诗 钞》的３
个不同文本，对其内容进行比较，可以厘清不同文

本间的关系，帮助我们了解《诗钞》的成书过程。
（１）序跋文。《诗钞》稿、刻本的序跋文在数量

和内容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诗钞》稿本与刻本序跋文比较

顺序
序跋文

稿本 刻本
说明

１
道 光 十 九 年
阮元序

道光 十 九 年 阮
元序

内 容 相 同，
无校改

２ ——— 道光 二 十 二 年
朱锦琮序

刻本增序

３
道 光 十 七 年
盛大士序

盛大士序
完 全 不 同 的
两篇序文

４
道 光 十 六 年
孔庆镕序

道光 十 六 年 孔
庆镕序

稿 本 经 校 改
与刻本相同

５ ——— 道光 二 十 一 年
孔繁灏后序

刻本增序

６ ——— 道光 二 十 三 年
孔宪彝跋

刻本增序

　　刻本较稿本增出的３篇序跋文，均撰写于道

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之后。是年孔庆镕去世，孔繁

灏接任第七十四代衍圣公，并且在序文中提到了

《诗钞》将其父诗作收入的情况。书末孔宪彝的跋

文是确定刻本年代的重要佐证，文中概述了《阙里

孔氏诗钞》和《曲阜诗钞》的成书年代、刊刻助资人

姓名、监刻校订者姓名、藏版地等情况，具有重要

价值。

编者在稿本中对孔庆镕序进行了版式和内容

方面的校改，这些调整最终都保留在了刻本之中。

最为特殊的当属盛大士序，因为在刻本和稿本中

是两篇完全不同的文章。作为编修者之一，盛氏

熟知《诗钞》成书情况，其序文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刻本盛序介绍了《诗钞》的纂辑意义、孔宪彝之贡

献、盛氏与孔氏父子的渊源等内容，切中肯綮，是

盛氏为《诗钞》所作书序无疑。稿本盛序的创作缘

起则是盛氏所言“余故序经之诗而即以相慰，且以

相勖”，与《诗钞》全然无关。孔宪庚，字叔和，号经

之，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拔贡，孔宪彝之胞弟，

有《十三经阁诗集》、《疏华馆纪念诗》、《至圣林庙

碑目》、《经 之 文 钞》等 著 述 传 世。① 笔 者 认 为，稿

本盛序极有可能是为《十三经阁诗集》、《疏华馆纪

０７９

① 据丁锡田辑《习庵丛刊·二孔先生传略》（民国二十五年丁氏排 印 本）与 刘 逸 生《龚 自 珍 已 亥 杂 诗 注》（北 京：中 华 书 局，２００３）第

２８６首“孔经阁”条注（页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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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诗》二诗集之一而作。① 由此推断，稿本盛序是

在稿本《诗钞》的抄写至校订过程中误入的（误入

者可能就是保存有盛序手书的孔宪庚），在最终付

梓前被撤换为刻本盛序。
（２）凡例。稿本与刻本《诗钞》的凡例同为１０

条。底本、校改和刻本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①凡

例第１０条从稿本底本至刻本，不断添加编纂校对

的孔氏族人之名（如表２所示），可见陆续有孔氏

族人参与到《诗钞》编纂工作中来。②凡例落款，
稿本为“孔子七十二代孙宪彝叙仲敬识”，校改者

并未做出修改，但 刻 本 却 变 为“道 光 十 六 年 春 孔

子七十二代孙宪彝谨书”。由此足以证明，此稿本

绝非是最终定稿，其与刻本之间显然还存在着更

进一步的修改稿本。

表２　《凡例》第１０条增改情况

版本 凡例第１０条 说明

稿本底本
是钞征求校录三载，始克成书。彝实谫陋，皆籍力于戚友，伯 叔 兄 弟 而 同 事
商榷考 证，则 尤 以 从 祖 广 权、从 叔 昭 薰、从 兄 宪 琮、宪 璜、伯 兄 宪 阶、从 弟 宪
恭、季弟宪庚、从侄庆鍸为多，故既详列于简而并识之云。

校改
是钞征求校录三载，始克成书。实愧谫陋，皆籍力于戚友，伯 叔 兄 弟 而 同 事
商榷考证，则尤以从祖广权、从叔昭任、昭薰、昭焜、从 兄 宪 琮、宪 璜、伯 兄 宪
阶、从弟宪恭、季弟宪庚、从侄庆銈、庆鍸为多，故既详列于简而并识之云。

刻本

是钞征求校录三载，始克成书。实愧谫陋，皆籍力于戚友，伯 叔 兄 弟 而 同 事
商榷考证，则 尤 以 从 祖 广 权、从 叔 昭 任、昭 薰、昭 焜、


从 兄 宪 墀、宪 琮、宪 璜、


宪绅、伯兄宪阶、从弟宪恭、


宪逵、季弟宪庚、从侄庆銈、庆 鍸 为 多，故 既 详 列

于简而并识之云。

下 划 直 线 者 系 稿 本
校改文字

下 划 折 线 者 系 刻 本
增加文字

　　（３）目录。稿本中对目录的校改之处与刻本

最终面貌是一致的；但刻本卷八在孔广林和孔广

森之间又增加了孔广秀的名字，这在稿本校改中

没有体现。细审稿本，其实孔广秀的诗作已在正

文中增加，只是目录中的遗漏未及时校改。
（４）正文。《诗钞》稿 本 对 正 文 的 修 改 全 部 延

用在刻本中，包括对版式、称谓的调整，诗文内容

的校改，选录诗歌的篇幅调整等。但同时，刻本还

更正了一些稿本中没有校改的问题。如稿本卷四

孔衍栻小传作：“字懋法，号石村，贡生……石林学

博，为东塘农部从子……”，此处孔衍栻的号前后

不一，显然是 出 现 了 错 字，“石 林”当 为“石 村”之

误，但稿本并未校出，直到刻本才被改正。
此外，稿本与刻本还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

正文与目录不一致，有编排顺序的差异，也有姓名

用字的不同，这些问题在稿本中就已存在，但刻本

中仍旧未改。通 过 表３，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目 录 与

正文的差异：

表３　目录与正文差异对比

卷次 目录内容及顺序 正文内容及顺序

卷五 孔传中－孔传商－孔传斌 孔传斌－孔传中－孔传商

卷五至卷六
孔传炣（以上卷五）－孔 传 钺－孔 传 相－孔 传 经－孔 传
溥（以上卷六）

孔传炣－孔 传 相－孔 传 经（以 上 卷 五）－孔
传钺－孔传溥（以上卷六）

卷七 孔继睿－孔继衮－孔继澣 孔继衮－孔继澣－孔继睿

卷十四 王墨庄 王氏

卷十四 汪氏 汪之蕙

　　以上 通 过 对《诗 钞》３个 文 本 的 比 较 分 析 可

知，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从稿本到校

改再到刻本的延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部稿

本已是距刻本非常近的一个版本。但稿本与最终

０８０

① 经笔者检索，《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国家图书馆藏有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十三经阁诗录》一部（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

籍总目》集５，页２３７５），其版刻时间与稿本盛序相吻合，序文从属此集的可能性较大。然在目前国图电子数据中未检索到该书，俟后继续

查找。笔者也将另撰文进一步考证稿本盛序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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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本诸多细节之处的差别，又证明了在二者之间

还存在中间版本，此稿本并不是校改的终结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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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稿本几个问题的探讨

５．１　稿本所有者、校改人和校改方式的推测

如前所述，凡例中提及参与《诗钞》校改的孔

氏族人甚多，且从稿本底本至刻本，呈现不断增加

的趋势。同时，稿本中明显包含两种以上的校改

字体，说明参与这个底本加工的非止一人。
笔者检视发现，稿本卷五和卷九各夹有信笺一

件。前者以半张荣和斋制梅花纹竹节栏信笺纸墨

笔书写，６行，笺高２４．６ｃｍ，宽６．９ｃｍ；后者以红纸

墨笔书写，亦为６行，纸高１６．０ｃｍ，宽７．８ｃｍ。这

两件信笺的发现，对于判定稿本所有者和校改人

的身份十分重要，兹迻录如下：
《诗钞》稿本卷五附笺：
诗钞四本送去，乞照收。翻阅一过，尚不知有

错讹否，望 法 眼 再 勘 校。内 传 橿、（传）松 皆 字 振

茂，必有一误，渠系嫡堂兄弟，万不致重 字 也。日

内有柬□便 否，如 有 时 希 示 一 信，以 便□绣 山 写

字，此侯。
经之六弟元祉。
枫溪便纸。
《诗钞》稿本卷九附笺：
经之六弟元祉。
宪墀顿首启。送去 诗 钞 二 本，乞 照 收。内 有

未看出之处，希再细心一较，再钞中改写。“嗁”字
皆如此写，或改与否，尊意裁之可也，仆亦未签出。
此侯。

信笺所及二人，“经之”即前所述孔宪庚；“枫

溪”是孔宪墀之字，清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举人，孔

宪彝之堂兄。
信笺内容显示，孔宪墀先后两次将自 己 校 改

过的《诗钞》稿本送交孔宪庚再校，并随信提出阙

疑之处请其斟酌取舍。由此推断，此稿本４册或

即为卷五信笺所言“诗钞四本”，由孔宪墀初校，通
过浮签的形式提出了不少有待确认的问题，而后

再交由孔宪庚复校。因此浮签中存在不少两种笔

迹、一问一答式的校改意见，且答语多言之有据，

若仍无法确认，则付之阙如。如卷十中一浮签题

“‘嗁’，疑作‘涕’。＼作‘涕’则重上句，然‘嗁’


字似

未妥


”①。
通过对两 封 信 笺 和 书 中 浮 签 的 分 析 可 以 看

出，宪墀、宪庚兄弟在《诗钞》校勘一事上出力颇多

且非常谨慎，可谓字斟句酌。但细审稿本凡例发

现，在底本列举的孔氏族人参与者中竟未提及宪

墀，校改之后仍然没有，直到刻本中才将其列入。
由此可以推测：第一，此稿本的最初所有者应是孔

宪墀；第二，宪墀、宪庚都是校改者。宪墀 在 底 本

上进行初校，而后转交宪庚复校。这个过程可能

发生了不止一次，有时是４册一起转交，有时仅转

交两册；第三，《诗钞》的校改有可能是几个底本同

时进行的，相同或不同的底本掌握在多个族人手

中分别校改和复校，最后再由一人（有可能是孔宪

彝）统稿而成。这也就能解释为何首都图书馆稿

本中未改的错讹在刻本中被修改了，很可能是其

他校改人发现的问题；第四，众多校改人加入此项

工作的时间有早晚之别，因此凡例出现了一再添

加姓名的情况。孔宪墀加入的时间可能较晚，在

稿本底本形成之后才加入，因此直到刻本中才出

现其姓名。

５．２　稿本版本时间的推断

目前稿本版本仅著录为“清道光稿本”，但通

过对稿本内 容 修 改 情 况 和《诗 钞》成 书 过 程 的 分

析，是能够进一步推断其时间的。
首先，稿本卷三中收录了第七十三代 衍 圣 公

孔庆镕的２３首诗作。根据《诗钞》不收录存者的

标准，只有到孔庆镕去世后，其作品方能入选。虽

然底本的目录还没有增入孔庆镕，但其正文已增

入，这足以说明稿本底本的抄写年代在道光二十

一年（１８４１）之后。
其次，刻本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跋》曰：
《阙里 孔 氏 诗 钞》十 四 卷 成 于 丙 申，《曲 阜 诗

钞》八 卷 成 于 辛 丑。癸 卯 春，叔 父 自 临 榆 分 寄 俸

金，始获 开 雕。工 力 不 继，宗 子 伯 海 上 公 出 资 相

助，镇洋沈鹤坪丈人宗约复为之筹画，遂举以付剞

劂氏。同事监刻校订则郑子斌表兄宪铨、从兄宪

墀、季弟宪庚实力任之。板成，藏于韩斋。道光二

０８１

① 下划直线为孔宪墀所书，下划折线为孔宪庚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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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癸卯秋八月。孔宪彝识［７］。
这篇跋文详细记述了《诗钞》的成书和刊刻过

程，可见《诗钞》初成于道光十六年丙申（１８３６），二
十三年癸卯（１８４２）春始进行刊刻事宜，至秋八月

刊成。因此稿本成书时代最晚不会超过道光二十

三年（１８４３）之初。
综合上述情况，首都图书馆藏《诗钞》稿本的

成书年代 应 在 道 光 二 十 一 年（１８４１）至 二 十 三 年

（１８４２）年初之间。

５．３　稿本的校改特点

５．３．１　校改周期较长

据孔宪彝跋所言，《诗钞》初稿成于道光十六

年，至稿本出现的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间，大约

有五、六年的时间，参与文稿编校的孔氏族人可能

一直在进行各种校改工作，其所投入的精力是相

当可观的。可以想见，在此稿本之前的数年间，必
然还存在过许多不同阶段的编辑稿本，孔氏通过

数次校改才逐渐形成了最终的定本。

５．３．２　校改详细而严谨

虽然距《诗钞》付梓仅１年左右，但此稿本的

校改仍然非常详细，从篇章调整到斟酌用字，从版

式位置到称谓用语，可谓面面俱到。在详细的同

时，校改者还保持了严谨慎重的态度。稿本有些

地方，校改者曾对底本进行两次修改，首次修改勾

去原文，并在其旁边添写新文，而第二次修改又圈

去了校改的文字，改用黏贴浮签的方式再次补上

替换的文字，足见校改者曾反复审阅稿本。此外，
大多数校改有考证、有阙疑。从稿本保留至今的

浮签可以看出，校改者运用了多种工作方法，如查

字典以定字形、据史传考诗人生平、察学术前史修

订序文观点、将前后文对校以确定用字、从音韵学

角度分析用字等，可以说每一处改动都基于充分

的论据，使人信服。而对于一时无处可查或模棱

两可的问题，校改者予以阙疑，指出问题而不盲目

修改，更体现了其严谨的态度。

５．３．３　校改成于众手

如前所述，稿本的校改至少经过了孔宪墀、孔
宪庚两人之手，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了此本的校

改尚未可知。但从中可以推测，《诗钞》一书可能

采取的正是一种多头并进、反复审校的工作模式，
多位校改人在同一个底本上轮番校改，多个修改

稿本同时校改并在最后由专人统稿。这样多人同

时开展工作，既有效地节省了校改时间，也有利于

最大限度地减少谬误。

５．３．４　校改尚存疏漏

虽然编校者们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 耐 心，但

从最后的刻本情况来看，仍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

问题，如目录与正文顺序不统一、目录姓名与正文

姓名不一致等，这些问题其实在稿本中原本已经

存在，但在付梓时仍未得到修改，由此也留下了些

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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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首都图书馆藏《阙里孔氏诗钞》稿

本是《阙里孔氏诗钞》的一个重要版本，特别是在

其他《诗钞》稿 本 皆 未 能 传 世 的 情 况 下，稿 本《诗

钞》就成了后人考察该书编纂刊刻情况时不可忽

视的一部文献。同时，稿本《诗钞》在版本、稿刻本

的关系、校改等层面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与特点，也
为我们认识清代家族诗文集的编纂、校改、刊刻流

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值得探究的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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