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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学人与清代,四库全书-编纂
!

高C远

"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 N"""#M$

摘C要!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所录存的著作具有空前的广

泛性#是各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果% 地处西南地区的巴渝大地#虽不及江浙$安徽一带学

人众多#但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同样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对渝籍四库馆臣$私家献书人$

录存渝人著述进行分析#有利于挖掘巴渝地方历史资源#从而丰富了-四库全书.编纂的地域

多元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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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清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

事!将存目图书计算在内!(基本囊括了我国十八

世纪中叶以前有关区域文化的主要著作")

1#2对

于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全国各地的学者都参与

了其中!并录存了大量不同时代的地方学人著述"

地处西南的巴渝大地!虽不及江浙一带人文鼎盛!

但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也作出了一定的贡

献!这是巴渝文化史上很有光彩的一页" 笔者不

揣浅陋!主要以%四库全书&录存巴渝学人著述为

例!告知人们古代的巴渝文化自有其发展特色!尤

其宋元以后!巴渝大地同样人文昌盛#学养深厚"

一%渝籍四库馆臣及私家献书人

乾隆三十八年,#FFH-二月!清高宗诏开四库

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馆是%四库

全书&编纂的专门机构!组织完备!机构庞大!其

最高职务是总裁#副总裁!他们大都由皇室郡王#

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

切事务" 其下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大致可分为

纂修#缮书#监造三大处" 纂修处专职校理勘定全

部书籍!并兼司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由总

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翰林院提调官#武英殿提调

官#总目协勘官#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黄签考证纂修官#天文

算学纂修兼分校官组成0缮书处则专司全书的缮

写及校勘事宜!设总校官#分校官#篆隶分校官#绘

图分校官#督催官#翰林院收掌官#缮书处收掌官#

武英殿收掌官0至于监造处!主要经营武英殿刊

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设监造官专司其

职" 据乾隆四十七年,#F$!-七月四库全书馆开

列的任事诸臣衔名统计!总阅官 #M 人!渝籍学人

周煌便是其中之一0缮书处分校官 #FG 人!渝籍学

人王汝嘉亦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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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煌,#F#N'#F$M-!字景垣!号绪楚!又号海

珊,一作海山-!重庆涪陵人" 据%涪陵周氏家谱&

记载!煌乃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第十九世孙" %清

史稿&#%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记&有传" 今人胡

昌健先生作有%周煌年谱&

1!2!N!L!M#

" 据%民国涪陵

县续修涪州记&卷十一记载*(,乾隆-四十四年二

月!充四库全书馆总阅")总阅官的职责就是总

理#校阅进呈来的各类书籍" 尽管这些书籍在呈

送之前!各地书局或专办人员已经进行过初步的

别择!但仍不免真伪混淆!因此!总阅官的第一步

工作!就是对这些书籍进行全面的清理甄别!包括

版本鉴别#辨伪#考证等诸项工作" 从事这项工作

的人!不仅需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精通考证

之学!足见周煌在当时的影响" 以他仅留存下来

的著述%琉球国志略&为例!正如周煌自己所言*

(伏念臣自奉使之初!亲承圣训!以前此使臣类有

纪录!意存润饰!传闻异辞0兹当就耳目所及!加以

订正!务求徵信!无事铺张")

1H2并在编纂%凡例&

中阐明*(今臣所纂!拟荟萃前使诸录!互相考证!

订其讹舛0并参前史#旁及百家记载有关琉球事实

者!兼收汇辑0质以亲所见闻!爰成%琉球志略&一

书")

1H2此著述宗旨与乾隆时期学界倡导的(实事

求是)治学理念相吻合!考据学已成一代风气!群

起而趋之!盖有不期然而然者" 乾嘉朴学运动的

兴起沿袭而来的实证法!既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

法!也是一种学术致思的倾向!更是以周煌为代表

的总阅官们总理书籍时所遵循的准则"

王汝嘉不仅是四库全书馆缮书处的分校官!

还是一位渝籍献书人" 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

图书!是%四库全书&编纂初期一项规模浩大的重

要活动" 这些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图书!被称

之为(各省采进本)和(私人进献本)!它们占据了

%四库全书&全部著录#存目书籍的绝大部分!是

%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 我们翻检%四库全书总

目&时!无论正式著录之书还是附存之书!发现每

书书名#卷数之下!均用小字注明各家藏本!如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两淮马裕家藏本)

等" (细考之!%总目&著录的这类献书人姓名恰

好九十")

1H2HGF渝籍有两家献书人*(编修王汝嘉

家藏本)#(大理寺少卿刘天成家藏本)"

王汝嘉!字士会!号榕轩!王恕之子!重庆铜梁

县人" 光绪%铜梁县志&卷八%人物志上&有传!但

极其简略" 傅平骧等人编著的%四川历代文化名

人辞典&中也未见录1N2

" 乾隆三十年,#FIM-乡试

第一名举人!三十七年中会试三甲六十三名进士!

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四十年四月授为

检讨" 四十七年七月四库全书馆开列的任事诸臣

衔名中有其名!为缮书处分校官!具体负责校勘一

般书籍" 王汝嘉一生著述甚富!惜多散佚!后修

%合州县志&未竟而卒" %总目&著录王汝嘉家藏

本仅经部存目一种!为明代董说撰的%易发&八

卷!该书(论易!专主数学!兼取焦京# 陈绍之法!

参互为一" 而推阐以己意!其根柢则黄氏三易洞

玑也!其研索具有苦心!而究不免失之杂)

1M2I$

"

另一位渝籍献书人则是刘天成" 刘天成!字

乙斋!重庆大足县三驱镇人" %民国重修大足县

志&卷五%人物志&有其传!据载*(少慧!于书无不

读" 稍长!博通经史!善属文!万言立就")乾隆十

八年,#FMH-拔贡!中是科乡试!次岁联捷为进士!

授翰林院检讨!与纪昀同馆" 乾隆三十年考选福

建#江南道监察御史!转吏科掌印给事中" 一时名

人如李调元#裴文达#周文恭等乐与之游" 后升顺

天府府丞#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 著有%绵潭

山馆诗集&二卷行世" %总目&著录刘天成家藏本

有集部存目 ! 种!均为清朝任观瀛撰的%梦鼎堂文

集&四卷和%若溪集&一卷"

综合以上两方面考察!无论是四库馆臣还是

私家献书者!均有渝籍学人活动的身影" 他们虽

不及当时江浙#安徽一带学人对纂修%四库全书&

的贡献!但以清代客观的社会环境分析!渝籍学人

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成就同样值得予以表彰"

正是如众多渝籍学人的聚沙成塔之功!才使得

%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区域文化典籍!成为文

献之渊薮#学术之巨制"

二%,四库全书-录存渝人著述概论

巴渝地区早在 !"" 万年前!便有(巫山人)活

动的踪迹" %蜀王本纪&#%山海经&#%三巴记&#

%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说明了巴人

在巴国进入重庆和川东地区以前所创造的先巴文

化十分丰富" 巴国在殷代已经见称于世!殷卜辞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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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巴方)" 西周初年!巴为周之南土!立国于

汉水#大巴山之间" 其后!王国兴衰!朝代更迭!历

史演进!乃有今日之巴渝大地" 由于地域#人群#

历史发展不均衡性等诸多原因!形成了巴渝独特

个性的文化氛围!蕴于浩茫的历史烟云中" 以整

个巴渝地区的文化发展而论!秦前巴文化自有体

系!(所谓巴文化!是指古代巴国各族所创造的丰

富多彩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

征的古代地域文化!是巴人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1I2M"魏晋

隋唐时期!由于巴渝大地的自然原因!本土文人较

少!更谈不上渝人著述丰富" 宋及宋以后!巴渝地

区的历史#现状#文化个性显得清晰起来!并以其

多姿多彩丰富了祖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不可能逾越巴

渝地区的文化!他们面对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

渝人先贤著作!或编订校勘!或著录!或存目!在

%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均有所彰显" 此一文化

事业!对保存巴渝学人著述功不可没!同时还应看

到清修%四库全书&对研究巴渝地方史的重大意

义" 为了具体说明古代渝籍作家著述的基本面

貌!现将 %四库全书&中录存的渝人著作列表

如下*

朝代 著者 籍贯 书名 卷数 载录形式 所属类别

宋 税与权 巴县 易学启蒙小传附古经传 #J# 著录 经部易类

宋 崔子方 涪陵 春秋经解 #! 著录 经部春秋类

宋 崔子方 涪陵 春秋本例 !" 著录 经部春秋类

宋 崔子方 涪陵 春秋例要 # 著录 经部春秋类

宋 李明复 合阳 春秋集义J纲领 M"JH 著录 经部春秋类

宋 度正 合州 周子年谱 # 存目 史部传记类

宋 度正 合州 性善堂稿 #M 著录 集部别集类

宋 税安礼 巴县 历代地理指掌图 # 存目 史部地理类

宋 冯时行 壁山 缙云文集 N 著录 集部别集类

宋 阳枋 巴川 字溪集J附录 ##J# 著录 集部别集类

明 李实 合州 出使录 # 存目 史部杂史类

明 王英明 开州 历体略 H 著录 子部天文算法类

明 邹智 合州 立斋遗文 M 著录 集部别集类

明 张佳胤 铜梁 居来山房集 IM 存目 集部别集类

明 来知德 梁山 周易集注 #I 著录 经部易类

明 来知德 梁山 瞿塘日录 #! 存目 子部杂家类

明 马麟 巴县 淮关志 $ 存目 史部政书类

清 龙为霖 巴县 本韵一得 !" 存目 经部小学类

CC上表共收录了 #N 位渝人的著述!共 !# 部!其

学人大都生活在宋#明#清三朝!唐前诸朝竟无一

人" 其中著作宋朝 #H 部!明朝 F 部!清朝 # 部"

此表需有两点说明*其一!关于%历代地理指掌

图&的作者问题" %总目&卷七二%史部+地理类

存目一&言*(旧本题宋苏轼撰")而南宋著名目录

学家陈振孙则最早指出%历代地理指掌图&真正

作者为税安礼!所著%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言*(蜀

人税安礼撰" 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 书肆

所刊!皆不著名氏!亦颇阙不备" 此蜀本有涪右任

訸序!言之颇详")

1F2!N"今人郭声波先生专门对此

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作者为巴县税安礼无

疑1$2

" 其二!关于龙为霖与税与权的籍贯问题"

%总目&卷四四%本韵一得&条注释(龙为霖)为

(成都人)!误" %四川通志&#%巴县志&有其传!

应为(巴县人)" 关于税与权的籍贯!%总目&卷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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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启蒙小传&条考证言*(据%书录解题&载其

%周礼折衷&一条!知为临邛人尔")%续文献通考&

卷一四二%经籍考&*(与权!号巽甫!临邛人")皆

误" 民国%巴县志&卷十%人物+税与权&*(与权!

于嘉熙时生重庆府附郭之巴县!又属巴郡军!得自

署巴郡!其为巴县人无可移也")

%四库全书&录存的渝人著述!显然不是巴渝

学人著作的全部" 比如唐代的李远!字求古!夔州

云阳,今重庆市云阳县-人!著有%李远诗集&一

卷!是%全唐诗&中唯一有作品传世的巴渝籍诗

人" 其诗按内容可分为写景记游#寄友赠别#念旧

怀古和咏物" 其写景记游大多写春夏之景!景中

洋溢着闲情逸兴" 惜%四库全书&并未录存" 当

然!巴渝地区还有一些学者的著作到清修%四库

全书&时已经散佚!故而不可能录存于%四库全

书&之中" 如宋代著名理学家谯定,涪州人-著有

%易传&!早佚0南宋学人渊,涪州人-撰有%孟子

注&!早佚" %四库全书&虽然仅录存了渝籍学人

的 !! 部著作!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巴渝文化

发展的一些特色"

很明显!唐前的巴渝地区!本土文人甚少!其

留存著作自然不多" 以民国%巴县志&所载本土

文士为例!汉至隋唐千余年的历史中仅有 !" 人!

其中两汉 #F 人!魏晋隋唐仅 H 人!可见当时巴渝

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

人创造一方文化!文化是自然和人文共同作用的

结果" 唐前时段的巴渝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刀

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自然不能养育出众多的(知

识分子)" 因此!此时段在此做官及过路者所创

作的有关巴渝的著述!就成为今人研究巴渝史之

珍贵史料"

到了南宋!巴渝文化大放异彩" 北宋时期四

川地区的学术重心在川西平原及其周围一带!但

是在南宋后期发生了变化!巴渝地区很快成为四

川地区的学术重心所在" 究其原因!胡昭曦先生

在%宋代蜀学的转移与衰落&一文中予以了分析*

(自淳三年到咸淳十年,#!FN 年-!蒙军开始大

举进攻川东地区的 H" 年间!较之川西地区!川东

地区战争较少!南宋军政尚能控制局面!社会相对

安定一些!重庆成为四川的政治#军事中心")

1G2!I$

此时重庆地区文化兴盛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理学

的繁荣!这可以从%四库全书&录存的渝籍宋人著

述中看出!共著录了 F 部经典著作!占录存渝籍宋

人著述的 MN[" 具体而言!形成了二程理学中以

谯定传人为主的(涪陵学派)" 其学上承程颐!下

传胡宪#刘勉之#张浚#张行成#冯时行0再传渊#度

正" 渊的弟子阳枋则是南宋后期巴渝地区最著名

的学者!也是当时尚在四川境内的最著名学者"

(涪陵学派)对洛学儒理易在巴渝的兴起乃至广

泛流传!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 因此!

%四库全书&所录存的渝籍宋人著述几乎全部是

(涪陵学派)的创作"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及一下%四库全书&著录

的%易学启蒙小传&一书!它的作者是南宋税与

权!他是(鹤山学派)代表魏了翁的弟子!通经学!

尤精于%易&" 早年从其师魏了翁讲究邵雍诸书!

从中求得象数之旨" 又读朱熹易学著作!认为

%易学启蒙&虽发挥邵雍(先天图义)!然其对邵氏

(后天易)则未发掘!于是撰%易学启蒙小传&" 该

书是税与权学术思想的主要体现!%总目&谓是书

(盖阐邵子之说!以补%启蒙&之未备!所谓持之有

故!而执之成理者也)" 税与权学说影响了明代

易学学者耿橘#来知德等" %总目&卷八谓耿橘

%周易铁笛子& (盖据税与权之本)0%总目&卷五

谓来知德%周易集注&(本税与权之旧说)"

由此可见!宋代巴渝易学正是在全国儒学与

传统区域学术复兴的大势中!在易学面貌发生重

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实现了繁荣兴盛!并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风格" 通过对宋代巴渝易学的全面考

察!我们发现她内涵丰富#个性不俗!可以从不同

层次#不同角度作多方面的阐释和挖掘"

三%余论

诚然!%四库全书&仅仅录存了 #N 位渝人的

!# 部著述!实与当时四库馆搜求书籍的政策有

关!据黄爱平研究!(广西#贵州始终无书可采!四

川#甘肃未搜访书籍)

1#"2HF

" 至于明清两代缘何渝

人著述录存较少!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特地

列出第 !MM 问*(据%四库总目&所述历代作者里

居!以何方为最多$)并答曰*(历代作者!赵宋以

前!北部人为多" 至宋以后!则以南部人为最多"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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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 代 以 至 清 初! 江 浙 人 士! 几 十 之 九

矣")

1##2!"#'!"!

%四库全书&录存的 !# 部渝人著述!

乃是巴渝地区之文化财富和珍贵历史遗产!为我

们今天研究巴渝地方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

时至今日!各个地方的区域文化史研究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对巴渝学人与%四库全书&关系的挖

掘!势必会推进巴渝文化的研究"

由巴渝学人与清修%四库全书&的关系!我们

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四库馆人员省籍分布#

四库图书采进来源和录存于%四库全书&中著者

籍贯分布来看!%四库全书&的纂修者#录存书作

者是全国各省的文人学士!%四库全书&的纂修#

成书#保存是全国各省学人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

大结晶" 当然!不可否认浙江#江苏#安徽等数省

人士贡献最为卓异!但是不能因此说%四库全书&

为单独某一省之功" %四库全书&是清朝时期大

一统政治局面的直接体现!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

创造%四库全书&的文化内涵"

巴渝地区历史上被称为穷山恶水!但却名人

辈出" 从巴蔓子到甘宁!从卢作孚到何芳川等!更

不说巴渝地区造就了唐宋中国许多大诗人" 这是

一个十分特殊的人文与自然地区!本身值得我们

去研究和关怀" 希望通过这一论题!对巴渝地方

人士的学术情况作一粗略的探索!进而于今天开

发西部#建设民族文化的大市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诚如孟世凯在%巴渝文化琐议&中说的那样*(巴

渝文化是祖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四川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半" 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文化就是由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共同组

成" 重庆虽不存在以此来提高知名度的问题!但

可充分利用它来吸引旅游#观光者!为促进重庆的

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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