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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功名而讀

──晚宋古文選本研究（上）

岑天翔 著



提    要

本書在重建書籍生產及使用活動的歷史語境的基礎上，運用版本目錄學、西方書籍史等研

究方法，對晚宋時期（1208 ～ 1279）的古文選本進行了綜合性的研究。

本書上編為「綜論編」，探討晚宋時期古文選本的興起緣由、生成機制、閱讀活動、知識

體系，以及與理學的關係等問題。主要觀點如下：第一，古文選本中附加的評語及點抹符號

實源自科舉考官評閱試卷的形式，並且在商業出版的助力下得以廣泛流行。第二，晚宋古文選

本的編者出現身分下移的新動向，由此產生「純為舉業者設」的編輯目的及「彙編式」的生成 

機制；同時在書坊的商業化運作下其物質形態與文本內容亦頻遭改動，呈現出功利化的取向。

第三，作為晚宋古文選本主要讀者的中下層士人形成一種閱讀習慣──即利用注解、評語、點

抹符號等迅速與精準地理解文章主旨及精要處；這種功利化的閱讀方法對晚宋士人文化產生影

響，形成了「讀書偷惰」、「學風惡化」等社會風尚。第四，從晚宋古文選本可以看出時人有關

古文概念、編輯體例、文體分類、經典形塑、文章解說等方面認識的變化，晚宋古文之學趨向

實用性、功利化發展。第五，晚宋時期以古文選本為代表的科舉參考書積極選錄及改編理學文

本，這對理學的向下傳播起到正向作用，但同時也對理學造成傾向性篩選及思想轉化等影響。

本書下編為「個案編」，利用傳統版本學的研究方法，針對《文章正印》、《回瀾文鑑》兩部

稀見晚宋古文選本進行個案研究。《文章正印》僅見臺北故宮博物院庋藏，屬「彙編式評點選本」，

選文偏好宋人文章，尤其是選入大量南宋理學家的文章；在彙編前人評注時，尤為看重樓昉與

呂祖謙的評點。該書與《古文集成》存在文獻因襲關係，既有保存宋人佚文、佚著的文獻價值，

又有揭示晚宋理學文化與古文之學互滲情勢的重要意義。《回瀾文鑑》僅存三個版本，該書選文

傾向於選錄南宋同時代的作家與作品；評點特色體現為標揭立意議論，尤重識見與新奇；注重

揭示篇章結構、行文方法、造語修辭等，在宋代古文評點與文章學的發展脈絡中有著一定的意

義。

附錄三篇則是利用南宋古文選本輯考楊萬里、胡銓、馬存等宋人佚文，以及王安石佚著《淮

南雜說》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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