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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保漁村《周易校勘記舉正》舉正
顧永新
北京大學中文系

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

《周易校勘記舉正》一卷，日本江戶時代後期儒學者、考證學者

海保漁村撰於嘉永三年（1850），根據所藏舊鈔單疏本，參校他本，

以補正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舉正》固然校出阮氏《校勘記》

的不少問題，但由於所據底本及所用參校本所限，校勘結論亦頗有

可商榷之處。我們以宋刻單疏本、八行本、十行本及閩本、毛本等

眾本重校，同時參考前人校勘成果，揭示異同，評騭正誤，並由此

探求其所據舊鈔單疏本所從出之祖本。

關鍵詞：	海保漁村 《周易校勘記舉正》 阮元 《周易注疏校勘記》

*

*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經學文獻學研究」的階段性成

果，原在「漢族語言、文化與其他文明之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系，2015 年 10 月 8 日至 11 日）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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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保漁村（1798–1866），名元備，字純卿，通稱章之助，別

號傳經廬。日本江户時代後期儒学者、考證学者，師事大田錦城，

曾任江戶幕府醫學館（躋壽館）儒學教授，致力於中國古典學的研

究和庶民教育。海保力主考證學，著述頗豐，〈漁村海保府君墓碣〉

稱：「《周易古占法》及《漁村文話》既刊行世。他《易》、《書》、

《詩》三經，及《論語》有漢注考；《中庸》、《大學》有鄭氏義，《孝

經》、《孟子》、《左傳》、《國語》，並有補證。又有《孟子年表》，

《書》及《中庸》，晚加訂正，餘未及釐革。」1 據《漁村先生著述書目》

（署「受業和泉平松脩謹記」，〈年譜〉後附）統計，凡 30 種 213 卷，

其中僅經學著作就有 13 種之多。事見海保元起〈漁村海保府君墓

碣〉、〈漁村海保府君年譜〉。

海保晚歲肆力於經學是有其家學和師承淵源的，「蓋處士少壯

從大田錦城先生學，是以其於經義，一在乎恢張師說，然其不易從

者，亦必有所論辨補正，不至阿乎所好也。幼從其先考恭齋府君受

句讀，皆依古注疏，其晚年專用力於此，亦非偶然云」2。據〈漁村

先生著述書目〉，經書校勘之作有《周易正義點勘》一卷（原注：

「依舊鈔單行《正義》，以刊正注疏本之訛，並補阮氏《校勘記》之

遺。」）、《左傳正義點勘》三卷（原注：「據金澤文庫本單行《正

義》，以訂今本之誤。」）兩種。其中，後一種存世與否不可考；前

一種當即校勘舊鈔單疏本、結撰《周易校勘記舉正》之原始校勘底

本。

《周易校勘記舉正》一卷，海保撰於嘉永三年（1850），根據所

獲舊鈔單疏本（以下簡稱海保本），3 校勘並訂補清阮元《十三經注疏

校勘記．周易注疏校勘記》（以下簡稱《校勘記》），稿本今藏靜嘉

堂文庫。通行本是關儀一郎所編《儒林雜纂》本，1938 年由東洋圖

1 海保元起：〈漁村海保府君墓碣〉（關儀一郎：《儒林雜纂》本，東京：東洋圖書刊

行會，1938 年），頁 3。元起又名竹逕，係漁村侄兒，過繼給漁村，能繼承其家學。

2 同上注，頁 3–4。

3 島田翰以為海保「所獲即大永鈔本」。島田翰：〈舊鈔本考．周易正義〉，《古文舊

書考》卷一解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日本明治三十七年東京民友社聚珍

排印本〔更名《漢籍善本考》〕，2003 年），頁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