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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子是我国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 、军事家、思想家，《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
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明初刘绩作《管子补注》是《管子》现存重要善本之一
。本书精选《中都四子集》中所收《管子补注》二十四卷为底本，参校宋杨忱本、花斋
本、四库本，详加校勘，为研究这部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提供一个可靠权威的
版本。
《管子》爲我國先秦重要典籍之一，西漢時期劉向校書，定著八十六篇，唐以前亡佚十
篇，自唐始有房玄龄爲之作注（一說尹知章）。現存《管子》善本，首推具楊忱序的南
宋初年浙江刻本（簡稱宋楊忱本），其次爲明初劉績的《管子補注》。

劉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弘治三年庚戌(1490)進士。歷任吏部員外郎、鎮江知
府。李東陽《蘆泉銘》：“蘆泉者，武昌劉用熙所居。武昌地瀕大江，江岸多蘆，有泉
出其旁。浸灌滋長，叢生而條達，其爲物可愛，其德可取而比也。用熙葺屋而居之，且
因以自名。”（《懷麓堂集》卷七十三）劉績“貫穿群籍，凡所撰述，根極理要”，著
有《禮記正訓》、《三禮圖》、《六樂圖》、《春秋左傳類解》、《太玄經注》、《淮
南子補注》、《管子補注》、《蘆泉集》（《湖廣通志》卷五十七）。

劉績爲《管子補注》作者，確然無誤，唯歷代版刻謬誤相襲，又加之疏於考證，劉氏之
時代，歧說紛然。朱東光翻刻其書，郭子章爲之題辭，皆目爲唐人；趙用賢序刊其書，
亦以爲唐人；至坊間刻本，更有徑題爲宋人者。日本寬政年間（清嘉慶年間）學者猪飼
彦博疑爲明人（《管子補正�題言》），郭沬若則斷其爲遼人（《管子集校�叙錄》）
，至王欣夫始考定其爲明人無疑（《蛾術軒箧存善本書錄�甲辰稿》卷三）。

《管子補注》二十四卷，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明初刻本有四種，其中三種均
藏於國家圖書館，這三種分别是：顧廣圻校臨陸貽典校跋本，陸貽典、黄丕烈校跋本，
佚名校、王芑孫與冒廣生跋本。另外一種藏於南京圖書館，即佚名錄陸貽典校跋、丁丙
跋本。此外未見流傳。與宋楊忱本相比，除形制版式不同之外，其内容的不同，主要有
以下幾點：一是劉績補注本反切注音較宋楊忱本少；二是劉績補注本增加了近三十條宋
楊忱本所無的注文；三是劉績補注本補充了宋楊忱本脱去的文句；四是劉績補注本糾正
了宋楊忱本的訛誤。當然，在補充和糾正宋楊忱本的同時，劉績補注本本身不可避免地
產生了一些新的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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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四子集》中所收劉績《管子補注》二十四卷（簡稱朱東光本），爲朱東光等人於
萬曆七年(1579)翻刻明初本。明初設中立府，府治在安徽鳳陽，並定爲中都。時朱東光
爲分巡淮徐道，張登雲（字攀龍）爲鳳陽知府，以《老子》、《莊子》、《淮南子》、
《管子》爲“中都四子”，又稱“中立四子”，因刻《中都四子集》，郭子章奉使鳳陽
，爲之題辭，其參補（文中以“補”字標出者）出於張登雲之手。與明初所刻《管子補
注》相較，朱東光本用字較規範，校補了大量因形、音相近而產生的訛誤、脱漏。然亦
有誤改或沿誤者，以其注釋文字脱漏*著。今人郭麗博士，於朱東光本、明初劉績補注本
、宋楊忱本異同，有詳考，可參閱。（《文獻學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

此次校勘整理之所以選擇朱東光本爲底本，主要是因爲宋楊忱本已收入國家圖書館《中
華再造善本》系列影印出版，明初四種刻本藏於國家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未見流傳，
而清代至今所見的主要是朱東光本，近代《湖北先正遗書》、《叢書集成績編》所用的
，亦是此本。用來校勘的本子，除上面提到的宋楊忱本外，還有明天啟五年朱養和所刻
《管子》二十四卷本（簡稱花齋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管子補注》二十四卷
本（簡稱四庫本）。需要說明的是，分段及正文和注釋的斷句、標點，主要以底本及劉
績補注爲依據。此外，校勘間有稱引姓氏者，如王念孫、丁士涵、孫星衍、李哲明、尹
桐陽、馬非百等諸家校說，均見於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等的《管子集校》。唯學識
所限，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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