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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1年打磨，《大清一统志》点校本问世

2011年下半年，由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

“史地所”）教授王文楚主持的嘉

庆《大清一统志》整理点校工作正

式启动。

历经11年精心打磨，2022年

底，这部30册的重大古籍整理成

果终于出版问世。这被学术界称

为古籍整理的一大盛事，也是新

时期复旦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标

志性成果。

4 月 15 日，《大清一统志》点

校本新书发布暨王文楚先生学术

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复旦大

学副校长陈志敏、上海古籍出版

社社长吕健、复旦大学史地所所

长张晓虹致辞。

王文楚先生为我国历史地理

研究大家，亦是史地古籍整理巨

匠，所点校整理之《肇域志》《太平

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皆为精品，

享誉学林。

王文楚极为重视《大清一统

志》的整理工作。从凡例的制定

到整理人员的物色，从底本的选

定到点校的审订都亲历亲为。在

他主持之下，《大清一统志》汇集

一批老、中、青学者，甘心于默默

无闻的基础性点校工作，历十年

之功，终见成果。

最具代表性的
中国古代地理总志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

核心理念之一，是“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论”的出发点，是维系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基石。

《一统志》的修撰可谓是“大一统”

观念的一种体现。

“清代三修《一统志》，始修

于康熙，续修于乾隆，重修于嘉

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盛事，

在中国古代地理总志编纂史上是

绝无仅有的。”王文楚对清《一统

志》的编修情况如数家珍。

《嘉庆重修一统志》是清《一

统志》的最后一版，正是本次发布

的《大清一统志》点校本选用的底

本。《嘉庆重修一统志》不仅是嘉

庆二十五年以前的清代地理总

志，而且也包含了以往各代的地

理内容，资料齐备、可信度高，可

称得上是地理总志的集大成者。

因其史料价值较高，《嘉庆重

修一统志》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的必备工具。我国历史地理学奠

基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

家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

集》数以万计的古代政区和地名的

定点，即是依据此书作为最基础的

资料。时至今日，《嘉庆重修一统

志》仍然是学界查证各地历代政区

建置沿革和地名的重要参考书。

虽说《嘉庆重修一统志》是历

代地理总志的集大成者，但依旧

存在许多不足。所谓“点校”工

作，一要施加标点，二要校对勘

误。这次整理《大清一统志》点校

本，不仅进行标点，便于现代人阅

读，还纠正原书中的许多错讹之

处，此外加标专名线（注：古籍整

理使用的符号，用于标示人名、地

名、民族名、书名等），体现了古籍

整理的最高规格。

史地大家领衔
众多学者合力

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恳

切邀请王文楚作为《大清一统志》

点校工作的主持者，力求推出一

部质量上乘、校勘精审的古籍整

理精品。时年 78 岁的王文楚毅

然接受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大 清 一 统 志》点 校 本 是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

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一统志》体量

庞大，总计有 1300 多万字、共 30

册，另外附有大量图表，整理工作

相当庞杂，不得不发动多位学者一

同整理。《一统志》最后由20位点

校者共同完成，参与者在整理校勘

时的手势不尽相同，这使得统一体

例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为在整理工作大规模启动前

给出标准与参照，王文楚就《一统

志》的体例问题与上海古籍出版

社编辑进行多次研讨。2011 年

年底，王文楚拟订出一版详细的

整理体例。而在整理中，随着新

问题不断出现，他发现体例还要

继续调整：“过程中发现的体例问

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我

又重新修改了几次体例。”

除制定体例之外，王文楚还

亲自承担《京师》与《直隶》两册的

整理、点校工作。由于这两个地

域最为重要，出版社也希望王文

楚给出标准和模范，以供负责其

他分册的学者参照、学习。

做点校工作要写校勘记，注

明点校者勘正原书错讹时所参照

的依据。王文楚在点校《京师》

《直隶》两册时，足足手写了近

2000条校勘记。

整理工作启动后，王文楚再

次成为复旦校园的常客。人们常

常可以在图书馆看见这位八旬老

者背着包、拎着水、拄拐棍前来查

找文献的身影。王文楚笑道：“我

家里书是不够的，家里没有的书，

我就到史地所资料室去查，史地

所资料室没有的，我就到学校图

书馆去查，这样持续了好几年。”

吕健提到：“《一统志》前期的

校勘详略差异巨大，我们试图尽

可能地对校勘内容予以充实，这

更成为后期工作中一项艰巨繁难

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提升质量，

后期统稿、审稿工作由上海古籍

出版社的占旭东担纲。在漫长的

10年间，占旭东付出了的极大的

心力，也不断地向王文楚请教。

“没有王先生的领衔与示范，

《一统志》的整理与出版可能更要

旷日持久，也不可能达到现在这

样的水平。”占旭东说，王先生前

期所做的基础工作细致而稳妥，

为全书的整理指明了方向，也交

给了团队整体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王文楚还亲自

审读并修订《乌里雅苏台》《蒙古各

藩部》《朝贡各国》三部分的稿件。

一生整理“大部头”
被赞为“朴学家”

古籍点校整理是一项寂寞而

艰辛的基础工作，需甘心于默默无

闻且功力深厚的学者方可为之。

1956年，王文楚毕业于复旦

大学历史系，次年起便在谭其骧直

接指导下从事《中国历史地图集》

的编图工作。在一边学习一边工

作的过程中，王文楚得到谭其骧诸

多提点，有关沿革地理的基本知识

得到不断提高和充实，为其之后研

究历史地理学打下了扎实基础。

自从在史地所工作以来，单

位主要负责的古籍整理点校工

作，王文楚基本无役不予，勇挑集

体任务和基础工程重担，为中国

历史地理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极

为重要的贡献。从“二十四史”的

《宋史》部分、新旧两《唐书》，到

《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再到

《肇域志》《大清一统志》，王文楚

的一生与“大部头”紧紧相连。

而在承担繁重的集体项目之

余，王文楚还在历史交通地理和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

开创性的工作，至今仍为该领域

研究之基石。

谭其骧曾称赞王文楚“治学平

实严谨，绝不虚构粉饰，无一语无根

据，无一论不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

上，可以说是一位纯正的朴学家。”

如今，王文楚步入 90 岁高

龄，体力已不允许他继续从事倾

注一生心血的古籍整理事业。值

得欣慰的是，《大清一统志》的出

版，为他硕果累累的学术生涯画

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张菲垭

本报记者戚心茹 摄

▲ 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校党委书记焦扬为研究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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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3日，复旦大学

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正式签

订“复旦大学-中国光谷奖学金”

捐赠协议。根据捐赠协议，武汉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2022年起，

分 10 年向复旦大学捐赠 1000 万

元，每年捐赠100万元。

“复旦大学-中国光谷奖学

金”主要包含“学生奖”和“成果转

化奖”两类。“学生奖”包括励学专

项和赛事专项，主要用于奖励入

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参加国家级创新创业赛事的

优秀学生，以及在国内外顶级赛

事中获得重大奖项的优秀本科生

团队，以此来激励复旦学子不断

挑战自我、追求卓越。“成果转化

奖”将用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的优秀指导教师，奖

励他们在前沿科技研究以及科技

成果转化方面的杰出表现。“复旦

大学—中国光谷奖学金”将有力

支撑学校的拔尖人才和创新人才

培养。

捐赠协议签约仪式上，前不

久揭晓的2022年度“复旦大学—

中国光谷奖学金（学生奖）”获奖

者，作为首批“光谷学者”被授予

荣誉证书，他们分别来自材料科

学系、化学系、物理学系、哲学学

院、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等院系。

今后，复旦大学将携手武汉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人才培养、

干部交流、产学研转化、决策咨询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合作，共同携手服务国家战

略，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章佩林

本报讯 4月 14日，上海核
物理理论研究中心在江湾校区
正式揭牌。该中心是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理论物理专款支
持、依托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
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进行建
设，唯一聚焦于核物理的理论
物理创新研究中心。

中心此前获批后，整合校内
外优势研究资源，组建了国内一
流的研究队伍。中心将紧密结合
国内外大科学装置尤其上海地区
重要实验仪器的实验需求，在相

对论重离子碰撞、强子物理与
QCD、原子核结构、原子核反应等
不同微观层次的四个基础核物理
前沿方向进行科学探索。通过科
研合作、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
多种方式,着力提升中国核物理、
特别是上海及周边区域的核物理
学科水平，带动上海核物理、粒子
物理及相关学科发展，促进以上
海为中心的核物理学科建设和华
东地区高校、科研院所核物理相
关学科的协同发展。

来源：现代物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中国光谷奖学金”颁奖 上海核物理理论研究中心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