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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から開始された《点校本二十四史》の修訂事業は、2015 年までに終了の予定とされ、 

その第一弾として《史記》（修訂本、1-10）が刊行されます。修訂本の主な特徴は以下の通りです。 

一、廣泛參照各種版本。 

修訂組全面系統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種《史記》刻本，以及十餘種日本鈔本、 

敦煌寫本。其中有“世間乙部第一善本”—台灣傅斯年圖書館藏北宋景佑監本《史記集解》、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宋紹興本史記集解、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南宋建安黃善夫刊 

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三年張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記集解索隱合刻本、日本藏六朝 

鈔本、日本藏唐鈔本、法藏敦煌殘卷等。選用善本之精，校勘規模之全，超過此前各家。 

二、新撰校勘記 3400 餘條。 

三、訂補疏誤 

修訂本全面檢核了三家注相關引文，確立引文的精確起訖和來源。 

四、尊重底本。 

金陵書局本由學者張文虎主持刊刻，參考了多種版本及錢泰吉校本，系統吸收梁玉繩、 

王念孫、錢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改正了《史記》正文及三家注的錯誤，是清末以來最 

為流行的《史記》善本。五是多領域專家協作。 

據介紹，在修訂過程中，趙生群等人採用的是本校、點校、他校、理校的綜合校勘方法。 

遇到難以解決的情況，則用異文校，即“把相關情況擺上去，不做判斷，更不改字”。趙生群 

說：“盡管張文虎校勘很精，但也有錯誤，比如《史記·三代世表》他改錯了 10 處，從學術 

角度來講是很嚴重的。”再比如，《秦本紀》中，“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錢大昕曾經指出， 

秦始皇沒有活到 51 歲，“五”應該為“立”，但是沒有找到相關證據，而這次在一個日本鈔本 

裡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