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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輯稿》是清代嘉慶年間由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宋代官修《會要》

之文。全書366卷，分為帝系、後妃、樂、禮、輿服、儀制、瑞異、運歷、崇儒、職

官、選舉、食貨、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釋等17門。內容豐富，卷帙浩大，堪稱

宋代史料之淵藪。但因輯錄稿文字錯誤繁多，向來視為難讀。現經四川大學古籍研究

所的專家歷經數十年點校整理，成為可供學者利用之書。

在中國現存的萬千古籍之中，清代嘉慶年間學者徐松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宋會

要》無疑是一部極為重要、極有價值的文獻。迄今其大部分原稿保存在1936年前北平

圖書館影印的《宋會要輯稿》一書中。這部書就其資料之豐富、卷帙之浩大，可與

《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比肩，堪稱宋代史料之淵藪。但同時這部書也是中國

最難整理的古籍之一。其抄稿之斷裂、散亂、重復、錯簡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訛、脫、

衍、倒滿篇皆是。

上世紀90年代，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與美國哈佛大學、台灣地區的“中研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合作，由川大古籍所負責校點，出了一部電子版的《宋會要輯稿》點

校本，後來納入“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但是那一次本來的目標也只是初加校點整

理，掛到互聯網上，以供讀者閱讀，因此只能說是一次粗加工。2009年，川大古籍所

與上海古籍出版社達成合作協議，由川大古籍所以上述電子版為基礎，進行增訂改造，

精校、精點、精加工，以期成為一部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據悉，電子

版《輯稿》約有校記近1.5萬條，而該書則達到3.3萬餘條，增加了一倍多，原來的校

記也作了很多增刪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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