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文

“前四史"中成書最晚而頗多創新的《後漢書》

馬彪

如果拿一本《後漢書》去問中小學生:你讀過這本書嗎?回答大概多是“沒有" !但如果問:你知

道東漢有位不屈服權貴的“強項令"董宣，還有位“暮夜卸金"的廉潔大臣楊震嗎?十有八九的回答是:

那誰不知道呀!教科書里讀到過。其實，他們“讀到過"的課文就出自范嘩的《後漢書》。

《後漢書》雖為私家修史卻被列入正史，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說起來

雖然所謂“前四史"都算是私修國史，班回因此還遭訴訟坐過牢獄，但畢竟司馬遷是太史令，班固是蘭

臺令史，陳壽是著作郎，他們修國史都是有朝廷資格證的。然而范嘩就不同了，他因事左遷宣城太守，

“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1用今天的話說，范嘩不過一介業餘作家而已。不過話又

說回來，“業餘"有時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後漢書》最終超越“規範"，具有使人耳目一新之獨創的原

因雖然可能很多，但其中作者非官方修史者的身份肯定是不容忽略的。

無論如何，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分一百二十卷 包括紀十卷、列

傳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記載了從王莽末年起至漠獻帝之間約二百年的歷史。其價值正如章太炎所言:

‘《史》、《漠》之後，首推《後漢書>> "。陳寅佫也說:“蔚宗(范嘩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

信稱良史。

一、 《後漢書》的作者究竟是誰

經常有學生提出《後漢書》的作者究竟是誰的問題，我回答:是范嘩、司馬彪。<<後漢書》的紀、

列傳是南朝劉宋范嘩 (398-445) 所撰，八志是晉朝司馬彪(?一306) 所撰。兩位作者相距近百年，所

以他們雖然都是作者但不是同時代的合作者。

實際情況是先有司馬彪所撰《續漢書》八十篇，這是一部“通綜上下，旁貫庶事"，已紀、志、傳俱

全的東漢史。在此一百多年之後續有了范嘩的《後漢書)) ，由於此書尚未完成時作者去世，所以書中只

有紀、傳而缺少志。又過了五六十年，梁朝劉昭見范書缺志，就抽取晉人司馬彪《續漢書》的志， “分

為三十卷，以合范史"。 1此說雖見於范嘩《後漢書》的南宋紹興刻本，但不見於《梁書》本傳\無論

如何，劉昭的“以合范史"之舉充其量不過是個人行為， “范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

入《續志》也"。 η又過了近一千年，在北宋乾興年間繞由當時的“國子監孫爽建議校勘，以(劉)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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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司馬彪《續漢書》志與《范書》合為一編。" b即司馬彪《續漢書》的八志、三十卷與范嘩《後漢書》的

紀、傳九十卷合刊，成為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一百二十卷《後漢書》。

必須指出，常見的那種所謂司馬彪“續作八志"的說法，以及自劉昭開始范書已與司馬彪志合成一

書的觀點都是誤解。

由此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即《史記》、《漢書》同樣也是多位作者撰寫，為何只提司馬遷、班固呢?

回答是:因為那是家學著作，撰迷人是合作者關係，他們在共同認可的宗旨、編暴原則框架之下從事的

是集體創作，所以確實存在一個“主創人"。但是， <<後漢書》的兩位作者並非如此。所以準確地說，

此書的第一作者是范嘩，第二作者是司馬彪。

范嘩出身於南朝劉宋時期的官宣士族，一族從高祖、曾祖、祖父至父親，累世為州刺史、郡太守二

千石高官。范氏還是當時的文學名族，祖父范寧曾撰著《古文尚書舜典》、 《尚書注》、 《禮雜問》、

《文集》、 《穀梁集解>> (後來成為《十三經注疏﹒穀梁傳注疏》的底本)等，父親范泰曾任東晉朝的

國于博士，也有《古今善吉》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影響，范嘩自幼聰穎好學，年輕時便以

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聞名。范嘩年輕時也曾致力於仕途，二十七歲時官場失足被左遷為宣城太守時繞業

餘修史，其目的正如他在《獄中與諸生男女至書》中所言: “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而著《後

漢書>> 0 7元嘉三十二年 (445) 范嘩因牽涉謀立彭城王劉義康案被殺，當時《後漢書》志稿尚未完成。

司馬彪出身於西晉諸侯王族，是晉高陽王司馬陸的長子，司馬懿六弟司馬進的孫子。他因“薄行"

不得為繭，因此折節改志，閉門讀書。晉武帝時任秘書郎、秘書丞、散騎侍郎等職。司馬彪鑒於漢室中

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遂“討論眾書，綴其所間，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

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日《續漢書>>0 "內另有《九州春秋》、

《莊子注》、《兵記》、《文集》多種，均{失。

范嘩《後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因其魅力不及范書而逐漸被絢汰，惟有八篇《志》因被補

入范書而保留了下來。在此，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為何距東漢末遠的晉人司馬彪的作品，反而不

敵寫成於此後近百年的范書呢?其中固然有作者個人素養因素，然而這百年之中史書飛躍發展的歷史背

景，又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二、 史書大發展時期成書之《後漢書》

與《續漢書》相比， <<後漢書》為何後來居上?答案在於范嘩《後漢書》創立了新的史料編察手法，

從而創立了新史學。這里所說的手法，被他本人描述為:“雖事不必多 且使見文得盡。"甘意思是說:史

料不必引用很多，如能使人見到文章完全有所了解的話，就達到目的了。其中所謂的“事"與“文"，

也就是上面所引“因事就卷內發論"的“事"與“論"，即史料與史論。

史料“不必多，'，即對史料要刪繁就簡。他的這種做法受到唐人劉知幾《史通》的讚賞“范陣之刪

《後漠》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 10史料“不必多"還能使人“見文得盡"，可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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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同凡響，即見史識功底之“論"。其實此所謂“文"、“論"，即范嘩本人最為得意的論贊和諸序。他

對前人撰史的“著述及評論"很不滿意，說“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相反，對自己的評

價是:“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贊自是吾文志傑斯，殆無一字空設"。 ll可見，范嘩對自己的史論

很有自信!他為何如此自信，他自信什麼呢?我看他自信引領了一代史學的大變革， <<後漢書》能夠藝

壓群芳、後來居上也證明了他的自信並非盲目並不過分。

范嘩能夠成為優秀史學家，除了本人天賦之外，與他所處時代史學的大發展是分不開的。事實上，

正是從漢末至惰的約四百年間，史學逐漸形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 <<情書-經籍志》首次將所有書籍分類

為經、史、子、集，亦即將史學從經學中分離出來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證明。而范嘩又恰好生活在這四

百年的中間點，范書的形成及價值是無論如何無法與那個時代脫節的。史學在此開有著飛躍發展的一個

重要特徵在於，史書編賽方法發生了空前的大變化。即從以往的對史料途而不論，轉變為了迷以致論，

這是一種創新的史學現象，而范嘩則堪稱此新史學的創始者!

在“前四史"中《後漢書》與其他三史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選材用料精良，議論評點深刻。前者出

自於他獨樹一幟的修史主張，後者得益於他不受朝廷控制的寫作身份。

眾所周知， <<史記》會遭後代學究抱怨語句有不通順之處，清儒方直在《史記評語》中就批評《刺

客列傳》的史料有重複之處。的確， <<史記》中是有採用、剪裁史料不慎的痕跡。這是因為司馬遷引用

史料時更重視取其內容，而基本不對文字做加工潤色。比如他引用《尚書》時大體是照錄原文。又如他

不加刪節地照載秦刻石文等皆屬此類。司馬遷不僅對史料不刻意加工，而且從不直接發議論，想要表達

的意思或以微言大義手法，或寓義於體例編賽之中。這是孔子的精神，也是馬遷修史的原則。

司馬遷照引史料而不予修飾的方法，後來為班固忠實地繼承，所以《漢書》也是僅收史料而很少發

議論。趙翼《廿二史答IJ記》也說《漢書》多載詔令、奏議等有用之文。到了晉人陳壽撰寫《三國志)) , 

也基本上對原始史料不加改動地使用。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即《三國志》在採用魚祭《魏略》的史料時

照用“今云"用語的情況。“三?"本是魚祭《魏略》時期的“今"，而非陳壽《三國志》時期的“今"，

卻殘留了下來。

使上述司馬遷以來史料編集法發生變化的是范嘩，對此內藤湖南會指出: “《漢書》、 《三國志》

以前的紀錄中經過編輯的並不多，更多的還是那些基本史料。然而，范嘩的《後漢書》是各種《後漢書》

中成書最晚的，在此之前曾經有過七八種《後漢書》存在 而且都是經過編賽的著作今日作為那些書

斷篇的匯集還出版了《七家後漢書》。范嘩的《後漢書》就是將這些書消化之後編賽而成的。就是在范

嘩將以往編暴物作~材料使用時，出現了改寫文章的必要。不僅如此，范嘩還是頗有名氣的文學家，畢

竟有著經過自己頭腦思考而著述歷史的抱負，他應該還有不滿意前人著作所以要改寫的原因吧。總之，

將《三國志》、 《後漢書》所載同祥事例加以對比的活 就會發現《後漢書》有很多地方改動了原文。

儘管如此， <<後漢書》在史書體裁的根本上，還是堅持了《史記》以來的宗旨，而且也像《史記》、 《漢

書》那樣，在傳記中詳細記載了傳主著作，甚至辭賦等作品。" 12 

總之，對史料進行加工、闡述的新史學風氣，自范嘩創始之後作為一種編集方法流傳下來，它與忠

實原始史料的編賽法並行不悴地促成了中國史學的綿延不絕。《後漢書》是中國史學大發展時期的產物，

11 (梁)沈約: <<宋書范嘩傳)) ，第 1830 、 1831 頁。

12 (日)內藤湖南: <<中國史學史)) ，馬彪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第 114-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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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中國史學真正成為有明確治史主張的歷史科學做出了傑出貢獻!

三、 《後漢書》對紀傳體例的繼承與創新

毫無疑問，范嘩對史學編奏法的創新，並不影響《後漢書》對司馬遷以來紀傳體例的繼承。這一點

只要看一看《後漢書》之篇章結構和作者治史主張，其中不論繼承還是創新都很清楚。

首先，看一下《後漢書》的“紀"。自從《史記》紀傳體編賽體例問世，歷代正史以“紀"、“傅"

為基幹敘述歷史治革脈絡的做法，就成為了一種傳統，范嘩也予以了繼承。

《後漢書》所設十卷紀是東漢二百年的編年大事記，為全書的綱要。其中前九卷記載了東漢十三位

皇帝，但是范嘩沒有採取《漢書》那樣一帝一紀的寫法，而是仿照《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

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後附踴帝， <<順帝紀》後附沖、質二帝。其效果是既節省篇幅，又不遺

漏史實，又點明了被附錄者的地位。最後一卷是《皇后紀))，。這種將皇后入本紀的體例是范嘩的新資11 <<史

記》、《漢書》雖然有《呂后紀))，但那是出於承認呂后實際的皇帝權力;其他的皇后是放在《外戚世家》、

《外戚傳》中的。不僅於此，即使全部《二十五史》中也只有《後漢書》設置了《皇后紀))，為什麼呢?

其實，這是由范嘩治史主張所決定的。他在《後漢書﹒皇后紀》中說:“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

也、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竿太后始攝政事，故棲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

贏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指東漢)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

策蟑布，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手Ij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

家嬰線緻於固秤之下。溼滅連鐘，傾軸繼路。而赴蹈不息，:憔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實。緝的

《書》所歎，略同一授。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

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貝IJ係之此來己，以鑽西

京《外戚》云爾。" l:l也就是說此皇后本紀的設立，目的在於反映東漢六太后長期臨朝執政的史實。

再說“列傳"部分分量在總共的一百二十卷中古了八十卷這無疑是全書的主要內容。范嘩效仿

《史記》中列傳以類相從的原則，將生平相似的人附錄於某一個重要人物的傳之中，使得敘事簡潔而周

密。不過，范嘩對列傳的創新還是非常明顯的，他根據自己對東漢史的理解，在保留《史記》、《漢書》

中都有的《循吏列傳》、《酷吏列傳》、《儒林列傳》之外，刪去了《貨殖列傳)) <<遊俠列傳》和《依幸列

傳))，新增了前所未有的《黨鋼列傳》、《官者列傳》、《文苑列傳》、《獨行列傳》、《方術列傳》、《逸民列

傳》、《列女傳》等七種 可見改動之大。而且他所新增的各傳 基本上被後人予以承繼，無疑有其開先

聲之功。

下面是對范嘩新設部分列傳的簡潔概述由此不難看出作者是如何根據東漢二百年歷史具體內容而

獨闢膜徑的。

黨鋼事件直至東漢末年延續了二十餘年，甚至成為漢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東漢後期君權衰弱，

朝政為外戚、宜官等當時被稱為“濁流"的腐敗勢力把持，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有數的昏暗政治局面。為

此，士大夫官僚與在野文士兩相呼應，代表“清流"奮起抗爭。由此他們的學派朋黨逐漸成為了政治黨

派，所謂“黨人"成為政權的敵人，他們或遭殺害，或被終身禁鋼不得為官，最終演變為親屬、門生、

故吏連坐受害的慘烈局面。范嘩為了重現這段歷史，盡最大努力收集了被迫害的三十五個黨人，將他們

13 (宋)范嘩: <<後漢書﹒皇后紀)) ，第 400-4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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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成傅，即《黨鋼列傳》。

《宣者列傳》序文中，范嘩在回顧先秦、秦漢歷代官官事跡的基礎之上，重點對官官勢力為何在東

漢達到極盛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女主臨朝執政以及相應的外戚專權局面出現是主要原因，

前者直接造成宜官插手政務;後者在與皇權的較量中，也培育了作為皇帝爪牙官官勢力的成長在外戚、

宣官兩大集團較量的問時，范嘩指出敢於挺身斥責宣官的只有被他稱為“忠良"的士大夫(門，但他也看

到由於士大夫只會動嘴不會動手，所以不免“言出禍從，旋見學戮";最終當軍閥介入鬥爭之後，鼠器

俱毀，迎來漠帝國的“運之極

《後漠書》不再像《史吉記己c.))、 《漢書》那樣設立《遊俠傳)) ，而是創立了《獨行列傳》。這是古代

中國遊俠向獨行演變的寫照。范嘩首創的《獨行列傳》中記錄了二十四種不同流俗的獨行者的形象，其

中對東漢圍繞名節出現的各式各樣獨特行為的記載，都是極其珍貴的史料。比如其中的《范式列傳)) , 

本傳以范式千里赴約、死友託夢、護送棺棍等環節，勾勒出當時一位以堅守信用、重視情義、特別獨立、

卓行善事而受愛戴的獨行者的形象。

自西漢劉向撰迷《列女傳》以後，是范嘩第一次將此體例引入紀傳體史書，而且成為了後世撰寫《正

史》的一種體裁。<<後漢書﹒列女傳》為十七名典型的女性列傳，反映了東漢以及此後一個時期社會的

女性觀，是一部難得東漢女性史。值得注意的范嘩並未有於劉向《列女傳》的七類標準，並在《序》中

明確指出“但玖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盡管如此，縱觀列為傳主者大致不外“節義"、

“才辨"兩類，比如其中的樂羊于妻屬於前者。

這些新增列傳都是反映東漢歷史實際情況的創新。如東漢後期黨鋼大興，眾多清流大臣被誣陷以黨

人罪名殺害;另一方面，由於東漢女主長期執政，導致富官多參與朝政，他們殺戮作為政敵的士大夫官

僚，是黨鋼之禍的主要製造者。范嘩正是根據這些史實，創立了黨鋼和宜者兩個列傳。為列女立傳雖然

最早始於西漠的劉向，但是將《列女傳》列入正史的手法，則是從范嘩開始的。再聯繫上述《皇后紀》

的創設，讀者不僅可以看到東漢女性的某些實況，也能感受到南朝人范嘩的女性觀。特別是范嘩不僅收

入貞節烈女，同時收入文學才女的做法，更是難能可貴。他根據自己所定“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

在一操而已"的標準不但收入了才德兼備的班昭，也收入三度改嫁的蔡談。這是後代那些拒絕將著名女

詞人李清照收入《宋史﹒烈女傳》的儒生所不能理解的，也是范書“列女"與後代“烈女"的區別所在O

最後，說一說《後漠書》 “志"的情況O 當然嚴格地講應應、稱為《續漠書》自的甘“志

到的司馬彪的《絲品續賣志)) 0 必須指出的是，范史缺“志"並不是作者沒有這方面的打算，他在《獄中與諸

生男女至書》中曾提到自己“欲編作諸志， <<前書》所有者悉令備"的寫作計劃。 1.1他原定寫十紀、十志、八

十列傳，合為百卷，與《漢書》相應，但在動筆寫作志時他就被殺害了，致使范史出缺。當然，除了遭

遇不幸的意外原因 范嘩未來得及完成志的一個理由恐怕還在於，撰寫志的難度較大。其實，史書的編

賽之中“志"從來被認為是最難的，就連班固的志也會遭人非難，可見不是什麼人都能寫好志的。從這

一點來看，像范嘩這樣才華出眾的秀才，未能為我們留下他所欲編作的“諸志"，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

一大缺憾!好在司馬彪的《續漢書》的八志三十卷，至少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看拾遺補闕的功效。

司馬彪的八志分別是: <<律曆志》、《禮儀志》、《祭祖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

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百官志》記載了東漠的地理、官制情況，可以上接《漢書》的《地

理志》和《百官公卿表))，是了解和研究地理歷史、官制治革的重要史料。《輿服志》是新創志目，記載

車仗、服飾等典章制度。

14 (梁)沈約: <<宋書范嘩傳)) ，第 18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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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還有必要交待一下筆者向讀者推薦的選篇以及選篇的標準。其實，這與選篇人的主導意識是

分不開的。特別是對於一部名著，讀者、學者、編者都會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予以審視。那麼，筆

者是如何給《後漢書》定位的呢?我稱之為“‘前四史，中成書最晚而頗多創新的《後漠書)) " 0。其中

的關鍵詞為:“前四史

一、連遵聖循正史紀傳體的結構體例O 對 “紀

東漠帝國之創建(開國帝王將本相目盼)、中衰(皇后、外戚、宜官、士大夫)、崩潰(軍閥)等階段性的篇

章重點閱讀。三、重視上述范史新增的項目(如上文所列)。四、重視那些體現漢代以後六朝文風的片

斷(如《黨鋼列傳序)) )。

四、 如何閱讀與欣賞《後漢書》

如何閱讀與欣賞《後漢書》呢?這也是個學生經常提到的問題。雖說回答可以是見仁見智的，但就

我個人觀點而言至少有以下三個看點，是讀者絕對不能漏掉的。

第一，特別關注那些新設置的紀、傳、志。正像上文所介紹的那樣， ((後漢書》所有新增項目都是

作者別具匠心的安排，而且其中多數為開後世先河之作。如果能抓住這些創新點，有意識地與《史記》、

《漢書》中已有的傳統項目進行對比的話，更容易發現東漢帝國的特色，從中發現讀史的樂趣。同時還

建議讀者不妨按照作者的思維，根據不同的項目之間內在的相關性進行適當的排列組合。例如把《黨鋼

列傳》與《富者列傳》作為一組; ((皇后紀》、《列女傳》為一組; ((獨行列傳》、《逸民列傳》為一組; ((循

吏列傳》、《酷吏列傳》為一組; ((儒林列傳》、《文苑列傳》為一組;或者《方術列傳》與《五行志》為

一組;對那些個別人物傳也不妨按文臣、武將，外戚、皇室，甚至某一時代為一組。總之，按照、自己的

口味，凳興趣閱讀的話，你一定能體會到讀史書其實就像欣賞一幕一幕歷史的話劇。

第二，閱讀書中的“論"和“贊"。無怪范嘩對自己的“論"、 “贊"很自得，確實都寫得很精彩，

經常給人以搔到癢處的享受。例如《黨鋼列傳》中既稱頌匹夫“品竅公卿裁量執政" 又批評黨人“望

|寸投止"連累他人。《宜者列傳》中既斥責侯覽等人“凶家害國"也讚揚蔡倫等“一心主室" 0 ((魄囂傳》

中雖寫出了魄囂搞小王國終究失敗的結局，但評論說“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士至投死

絕亢而不悔者矣"。類似的評論在《後漢書》中隨處可見，以致趙翼《廿二史答IJ記》稱其“立論持平，

褒貶允當。"

第三，欣賞那些描述人物、事件的文筆。范嘩以“善為文章"著稱， ((後漢書》的文筆中國史書中

屬上乘。以范嘩塑造人物形象為例， ((馮異列傳》中寥寥數語為讀者勾勒出一位獨屏樹下深思的“大樹

將軍" ; 15 ((董卓列傳》中寫董卓死後，寫守屍吏燃火置董卓擠中，竟然“光明達曙"。 16在不違背基

本史實的前提下，對史料作適當的加工潤色，這是范史的創新和特色。作者的文才活化了歷史人物，像

華(它的神奇醫術(((華(它列傳)))、嚴光的狂放不羈(((嚴光列傳)))等等不勝枚舉!

又由於范嘩生活在騏體文流行的年代，所以行文中不乏辭采精美的騏文佳作。

當然，閱讀任何一部作品都應該對其弱點、缺陷有清醒的了解。((後漢書》最大的不足之處，是它

有缺項。

15 (宋)范嘩: ((後漢書馮異列傳)) ，第 642 頁。

16 (宋)范嘩: ((後漢書董卓列傳)) ，第 23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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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後漢書》缺少《史記》、 《漢書》都有的“表"0 ((四庫全書總目>>就說:“昔司馬遷作

《史記>> ，始立十《表>>0 ((梁書-王僧虔傳》稱其‘旁行斜上 體仿《周譜》 蓋三代之遺法也。

班固八《表>> ，實治其例。范蔚宗作《後漢書》獨闕斯製，遂使東京典故散綴於記傳之內，不能絲聯繩

貫，開l快釐然。" 17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從宋代至清代學者中甚至興起了一種為《後漢書》補表的風氣，

出現了宋熊方《補後漢書年表》、明末清初萬斯同《歷代史表》清儒的補表有:錢大昭《後漢書補表》、

黃大華《東漠中興功臣侯世系表》、《東漢皇子王世系表》、華湛恩《後漢三公年表》、練恕《後漠六卿年

表》等，不僅《後漢書》進而還擴展至《三國志>> ，中華書局匯集這些補表出版有《後漢書三國志補表

三十種》。

第二，是“志"的闕如。司馬彪的志雖有補缺之功，但遺憾的是缺少與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

關係都相當大的《刑法志》、《食貨志》、《溝j血志》、《藝文志》四志 這顯然典范嘩“《前書》所有者悉

令備"的願望有很大差距。為此，清代學者除了補表之外，還有些人致力於補志的學間。例如錢大昭《補

續漢書藝文志》、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姚振宗《後漠藝文志》、顧樓三《補後漢書藝文志》、會樸《補

後漢書藝文志並考》等。

第三，雖然加工、潤色史料是范史的創新，甚至可謂史學編賽法上的突破-但是畢竟要清醒地看到

其中也有史料失實的危險。所以研究者在利用這些史料時要慎重，有必要合參同時期的其他材料。因為

范嘩在撰寫《後漢書》時，應該參考了他以前的東漢劉珍等《東觀漠記》、三國謝承《後漢書》、晉司

馬彪《續漢書》、華~橋《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 ，還有薛瑩《後漢記>> ，張瑩

《後漢南記》、張璿《後漠言己》、袁宏《後漢記》等書，所以了解這些後漢書的輯俠本也很有必要。周

天游《八家後漢書輯注》是目前較好的輯注本。

五、 《後漢書》的注解、版本及其參考書

首先，關於《後漢書》的注解。早在南朝梁人劉昭(約五一零年前後在世)就已經為《後漢書》作

注了。由於劉昭上距范嘩去世不過五六十年，范嘩所能見到的各家後漢書尚未散俠，所以他有條件對范

書進行史實的補充可惜他的注解後來也散供了，現在能見到只有他為司馬彪《續志》所作的“八志注"

了。

到了唐代，唐高宗之子李賢與張大安、劉納言等人，在高宗上元(六七四-六七六)、儀鳳(六七六

.六七九)年間為《後漢書》作注，今天通行的《後漢書》紀傳部分就採用了李注。與劉昭做注重在史

實的補充相比，李賢等人的注側重詮釋字句。主，先謙說他注 ((1:是漢書》不比顏師古注 <(1葉喬》差， iïJ叭l

所注非 a手所成， 不兔有有-漏路之處C 寶際上李賢立為豆皇三太子以後 /二才才幸才1步才;爭宇戶旦5銀良張大安等等:人 晶起注《後j漠葵書》趴, 

至至三(他也被!廢發為庶庶.入， 注釋一L作結束，前後不過六年，沒有充裕的時問詳細校i汀，自各漏在所難免。不過，畢

竟由於他們還能見到關於後漠的其他史書，所以校正了范書的許多錯誤，還標注了《後漢書》各種史料

的來源，是今天研究東漢歷史的重要依據。到了清代，先有惠棟的《後漢書補注>>，在此基礎之上王先

謙又廣羅眾人成果，撰《後漢書集解>>，成為研究《後漢書》重要的參考材料。

其次， ((後漢書》的版本。宋版有北宋乾興 (-0二二)刻本、南宋紹興年間江南東路轉運司刻本、

南宋錢塘王叔邊刻本。南宋紹興刻本是現存最早而且較完整的版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影印

17 (清)永璿等: ((四庫全書總目>> ，第 4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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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禍本二十四史時，就是以紹興刻本為底本。元版有麻沙刻板的小字本、大德九年(一三O五)寧國路

儒學刻本。明版有南北國子監刻本、閩本(福建周採等刊刻)、汲古閣本(毛晉刊刻)等。清代詔修四

庫全書武英殿本《後漢書》是按照明國子監本翻刻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監本在合刻時刪去了司

馬彪的名字，而且將劉昭的注補改寫為補並注， 1青武英殿本又照明監本翻刻。這就很容易使人誤認為八

篇續漠志是南朝梁人劉昭補充並注釋的。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以百納本《後漢書》為底本，對校

以汲古閻本和武英殿本 同時參考了前人的校勘考訂成果，糾正了許多錯誤，在排列順序上把范書的紀

傳部分及李賢的注放在前，司馬彪的續志及劉昭的注放在後，而且分別寫明作者姓名，是目前最好的版

本。

再次，其他參考書。((後漢書》的校補考訂之作，較重要的有清儒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中《後漢

書》部分、錢大昭《後漢書辨疑》、周壽昌《後漢書補正》、李慈銘《後漢書札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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