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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蜀石经”对《十三经》结集的决定作用（舒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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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总理处……1969年8月18日，……周总理借阅的宋拓《蜀石经》九册又完整地回来了。……郇斋旧藏《蜀石经》

计有宋、元两朝拓本之《春秋左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又附清木刻印本《石经》一

册，写本《石经题跋姓名录》一册。”载《艺术市场》2004年第11期。按，郇斋即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

湖南祁阳人。 

      [25]   明凌义渠《十三经注疏序》：“自蔡中郎书石于太学门外，已有‘十三经’之名。”（《淩忠介集》

卷六）以为蔡邕书刻石经时即有“十三经”之名，未知所据。 

      [26]   赵希弁：《读书附志》，附《郡斋读书志》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任浚《十三经注疏序》，雍正《山东通志》卷三五之六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   阎若璩：《潜丘札记》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   沈庭芳：《经解》，《皇清文颖》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按，淳化是宋太宗年号，时当公元990至

994年。但据宋人记载，“蜀石经”的完成并不在淳化时期，早期十二经最后两部《公羊》、《谷梁》刻成于皇祐初

（1049），《孟子》入刻更迟至宣和五年（1123）。 

      [30]   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书林清话》附，页24，中华书局,1957年第一版，1999年重印。 

      [31]   臧庸：《拜经日记》说：“书宋高宗御石经有《孟子》，可补唐‘开成石刻’之阙。”其实宣和五年

席旦在刻《孟子》入“蜀石经”时已说：“伪蜀时刻‘六经‘于石，而独无《孟子》，经为未备。”遂补刻之。是蜀

石经已有《孟子》，开成不阙已补，何待宋高宗！ 

      [32]关于“嘉祐石经”的经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正》卷二：“仁宗庆历初，命刻篆、隶二体石经，后仅

《孝经》、《尚书》、《论语》毕工，是为《嘉祐石经》。”这只是至和二年王洙上书时的情景。据李焘《通鉴长

编》嘉祐六年“国子监石经成”等，知在王洙上书之后又有续刻。王应麟《玉海》卷四三：“嘉祐石经：仁宗命国子

监取《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为篆、隶二体，刻石两楹。”所举只有七

部。但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罗寿可丙申再游汴梁，书所见……‘九经’石板，堆积如山，一行篆字，一行

真字。”可证有九部。其中原有《孟子》。元李师圣《汴梁泮宫修复石经记》：“惟汴梁旧有《六经》、《论语》、

《孝经》石本，乃近代辟雍之所树者。陵谷变迁，修而复毁，其残缺漫剥，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贤而有文者，

亦不遑?。将七十余年于此矣，今参政公额森特穆尔，一见而病之，慨然以完复为己任，义声所激，附和者众，不数

月而复还旧观。奈何《孟子》七篇，犹阙遗焉。”（《汴京遗迹志》卷一五引）可知其书原有《孟子》。清人丁晏所

藏“二体石经”拓片，尚有《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周礼》、《论语》、《孟

子》、《孝经》九种，详见徐森玉《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文物》1963年第一期）。 

      [33]   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210。 

      [34]   按，席氏之语，见万斯同《万氏石经考》卷下所载晁公武《读书志》所引。又席氏，诸本转引公武语

所指不同，一作席贡，一作席旦（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一、万斯同《万氏石经考》卷下），一作席益（朱彝尊

《经义考》卷二九一、桂馥《历代石经考略》卷下，清光緒九年刻本）。今据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孟子十二

卷，宣和五年九月帅席贡暨运判彭慥方入石，越年乃成，计四册。”则以席贡为得。 

      [35]   史绳祖：《学斋佔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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