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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兩卷本《國史儒林傳》考述 

－兼論道光二十四年以前 

　　〈儒林傳〉稿本之變化*

黃聖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

提　　要

有清一代，在官方的主持之下，開設了諸多史館，修纂出極為豐富的史籍，

〈儒林傳〉雖僅佔其中極小一部分，卻廣泛受到官方以及民間學者之重視。自道光

年間以來，流傳於民間的兩卷本《國史儒林傳》，對當時乃至於民國初年的學界發

揮了極大的影響，但卻尠有人知其來歷，因此而導致了許多學者的誤解。本文企圖

在前賢已有的研究成果上，利用筆者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之訪查所得，與臺

灣所收藏稿本相比較，對兩卷本《國史儒林傳》之稿本演變做更進一步的梳理與考

察。全文除前言結論之外，主要分兩部分：一、傳稿纂修之過程；二、傳稿稿本之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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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於撰寫期間，得到「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赴中國收集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吳銳教授、中國科學院羅琳教授、北京大學儒藏編輯王豐先博士，在北京給予筆者
極大協助；此外，李紀祥、莊吉發兩位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亦給予筆者許多寶貴意
見，謹在此一併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