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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的關係研究 人生處處可精彩，開講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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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下心來做了很多古籍的整理。《黃宗羲全

集》是在上世紀 80 年代做的，90 年代主要是做《王

陽明全集》和《劉宗周全集》。《劉宗周全集》先

是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跟戴璉璋先生、鍾彩鈞先生一

起合作。《劉宗周全集》的中研院版由我跟戴璉璋

主編，實際上就是由中研院出錢來支持出版，由我

負責組織人進行整理。《王陽明全集》也是 90 年

代初期、89 年以後我們整理的，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後來，在 2007 年以後就主持了《馬一浮

全集》和《清代浙東經史學派資料選輯》，後者實

際上是一個資料彙輯，有六百多萬字。總體來講，

我做古籍整理，加起來大概有兩千多萬字。古籍整

理，在為學術界提供一些原始資料方面，還是有所

貢獻的。我用「人生處處可精彩」來做這個講座的

引言，希望能夠對學界朋友們有所啟示，能夠做到

「開講有益」。

   我今天的講題是「古典文獻整理和哲學義理解讀

的關係」。對這方面我沒有什麼專門的研究，只是

談點經驗。我大概分三個方面去談：第一，是我的

古文獻整理方面的成績和經歷；第二，是談談整理

思想史文獻的體會和經驗；第三，是思想史文獻整

理和哲學義理解讀之間的關係。

一、古文獻整理的成績和經歷

    我從上世紀 80 年代初開始整理《黃宗羲全集》，

到 90 年代、本世紀初，花了大量精力整理和研究

中國哲學史文獻資料。主要做了幾件事。第一是主

持整理《黃宗羲全集》十二冊。這套《黃宗羲全集》

一共有五百五十萬字，每一冊的目錄都是我編的。

我是執行主編，主編是我們社科院的院長沈善洪先

生，他後來到杭州大學當校長。具體工作由我負

責，我組織人、跟出版社聯繫，然後負責統稿，

五百多萬字呢，我統稿統了兩百多萬字；標點也是

自己負責，標了一百零幾萬字；我也負責所有的黃

宗羲著作的梳理和考辨，最後寫了一個《黃宗羲遺

著考》，把它單獨成冊，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叫

《黃宗羲著作彙考》。《黃宗羲遺著考》是附在《黃

宗羲全集》各冊後邊的附錄。《黃宗羲全集》全

十二冊，第一冊是哲學和政治思想的專著，包括一

些經學的著作；第二冊是歷史、地理的專著，收錄

《弘光實錄鈔》、《行朝錄》等等一些史學著作，

也有地理學方面的著作，比如說《今水經》；第三

到六冊是《宋元學案》，《宋元學案》並非黃宗羲

的專著，是經過了幾代人的整理，但是是黃宗羲起

例發凡，列出目錄以後，再由全祖望把它擴大，還

有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加以擴大整理，形成了一部

宋元時代思想史的資料性著作，這是第三到六冊；

第七、第八冊是《明儒學案》，《明儒學案》是黃

宗羲的明代思想史專著；第九冊收集了黃宗羲天文

曆學方面的著作，也是一個專著的匯集；第十冊和

十一冊是黃梨洲的詩文集，過去叫《南雷集》，我

們把它定名為《南雷詩文集》，因為我們把《南雷

文定》、《南雷文案》、《南雷文約》、《南雷

集外文》等等匯集在一起，因此總稱《南雷詩文

集》；最後第十二冊是附錄，附錄有一半是《黃

宗羲全集》的人名索引，另外一半是搜集的一些歷

代黃宗羲研究的記傳、銘文，以及我寫的《黃宗羲

傳》，作為一個附錄冊。《黃宗羲全集》是這麼一

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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