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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了解编辑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讨论了郑樵著述是编辑还是著作的问题。通过对郑樵生平和著述情况的分析，我们

认为郑樵是一位大编辑家。当然，郑樵的著述中也不乏创作的成分，其中还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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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孔子是不是编辑家有过争论[1]，但这个争论可以说是“无果而终”。究其原因，既与“编辑”一词

可以有宽严不同的理解有关，又与人们对孔子当时的史实不清有关。对于郑樵而言，史实清楚，即使采用

严格的“编辑”的定义，郑樵还是编辑家。

郑樵既是大编辑家，同时又是大著作家，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郑樵本人有编有著。可以说，郑樵是

“一身二兼”、“编辑与作者各司其职”[2]。郑樵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其著作影响深远，郑樵作为大编辑家，

他所编辑的内容非常广泛，许多材料流传至今。

1 郑樵的生平和著述情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溪西遗民，世称夹漈先生，福建莆田人。南宋（两宋之交）著名的历史学

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

元初脱脱等人修《宋史》时，将郑氏列入《儒林传》，传文寥寥二百余字[3]。《福建省兴化县志》之《儒林传》

中亦有郑樵传，吴怀祺在一著作中附有原文[4]，可参考。从这些传记、史志中，我们可以看出郑樵的一生极

为矛盾。郑樵作为一个“乡村野夫”竟然也去“独切切于仕进”，一个不事科举、举孝廉举遗逸皆不就的“布

衣学者”竟然也经常纠缠着去拜访方礼部、宰相、皇帝，郑樵个人还非常虚狂“大言欺人”、偏执片面。总之，

郑樵不是个传统士人，他自身就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说不清的矛盾体。

郑樵的著述成果很多，涉及的领域也很广阔，天文、地理、语言、艺术、经史等等无所不包。郑樵曾经在

不同场合、不同资料中谈到过自己的著述计划和已著成果目录，可谓蔚为大观。当然，郑樵著述虽多，现存

文献却主要只有三种，其他的那些文献现在基本上全部亡佚、无处可寻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郑樵的现

存著述，主要包括《通志》[5]、《尔雅注》[6]和《夹漈遗稿》[7]三种。除了这三种之外，尚有后人的辑录材料，主要

包括顾颉刚的《诗辨妄》辑本、吴怀祺的《郑樵文集》校补本两种。

《通志》是郑樵的代表作，全书 200卷。其中包括：18卷本纪，2卷后妃传，4卷年谱，52卷略，124卷世

家、宗室、列传。由于种种原因，古人并不怎么重视这部皇皇巨著《通志》，只有到了近代才有一些学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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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这部书，他们主要包括吕振羽、顾颉刚、罗常培、张舜徽等学者。

2 郑樵小学三种的编与著

对于郑樵的编与著之分别，以对郑樵小学三种的讨论为题引，然后在下一节中会论及史学。

郑樵小学三种分别为《通志·六书略》、《通志·七音略》和《尔雅郑注》，下面分别对它们的情况做一些简

单的介绍。

《六书略》位于《通志》第 31，32，33，34，35卷，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六书图》，第二部分为《六书

序》，第三部分为六书的分类、汉字按照六书的分类汇编（简称“六书列字”部分），第四部分为汉字学理论

“总论”之短文22篇。《六书略》的主体部分为其中的第三大部分，即六书列字部分。《六书略》主要涉及六书

分类实践，在这个分类过程中郑樵对六书给予某些界定，同时还给六书分了许多小类。就《六书略》中的列

字情况看，郑樵的这种编写“体例”很可能是他独创的，也就是说，他享有原创著作权。但是，笔者曾详尽地

考察过《六书略》所收录的反切[8]，我们发现《六书略》有占半数以上的反切来源于《类篇》，其他的可能来源

于《说文》、《集韵》、《玉篇》等字书韵书。李文泽［9］曾考查过郑樵的《尔雅注》，认为其注文内容多参考了陆德

明的《经典释文》；而对于《六书略》而言，笔者也曾推测《六书略》也可能借鉴了《经典释文》中的许多内容[10]，

未曾详细地去考查，所以暂时不敢下任何结论。总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六书略》中有大量的材料是郑

樵“编辑”而成的，并非独立创作。

《七音略》位于《通志》的第36卷、37卷。《七音略》内容包括三大部分，即《七音序》、《谐声制字六图》和

《内外转图》。《内外转图》是现存的早期韵图之一，在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期韵图一般是指

《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等韵图。《韵镜》在宋元时期失传，明清人对《韵镜》的研究是

一片空白，到了清末《韵镜》才从日本传回国内。在《韵镜》失传之后，《切韵指掌图》的地位较高，以至于被

认为是最古的韵图。韵图在古代流传的范围很小，主要是僧人在流传，开始时僧俗两隔，后来有些韵图才

逐渐流入俗界，但是影响范围还是不大。《七音略》因为作为《通志》的一部分，《通志》存则《七音略》存，并且

《通志》作为史书曾入官家书库，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最终得以留存下来。《谐声制字六图》系郑樵所作，前无

古人，应当为郑樵原创著作；《七音序》应该也是郑樵的原创。在《七音略》中，《内外转图》没头没脑地放在

《谐声制字六图》后面，连一个明显、醒目的标题标注都没有；并且，在《七音序》里郑樵暗示了他是根据胡僧

《七音韵鉴》来改编出《内外转图》的，所以，《内外转图》绝非郑樵的原创，郑樵在此仅仅是做了一回编辑。

《尔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义类辞典，郑樵《尔雅注》（可以简称《尔雅郑注》）是郑樵对《尔雅》的

注疏。历史上，对《尔雅》进行研究、注疏的作品极多，所以，《尔雅》曾一度成为“训诂（学）”的代名词，汇流

成“雅学”大系。在为数众多的注疏当中，笔者曾经选取郭注、邢疏来与郑注相比较[11]。通过比较，发现郑樵

沿袭郭注、邢疏的成分特别多，很多地方简直就是抄袭，所以，《尔雅注》的原创性并不高。但是，就《尔雅

注》的注音体例而言[12]，郑樵对有些注音体例有夸张性地应用，比如说，“骹驓騱翑踦騵驈驠騴駺馰，音敲繒

奚劬欺刓聿燕宴郎的”这是11个字并排注音，这当为偏执的郑樵所创造。总之，《尔雅注》同时体现出郑樵

高超的编辑水平和卓越的著作能力。

从对郑樵小学三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樵的著作家与编辑家的双重身份。

3 当之无愧的大编辑家郑樵

对郑樵小学三种的情况，上面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史学巨著的整个《通

志》。学界对《通志》的介绍已经很多，在此，我们只是概述一下《通志》的基本情况。

《通志》整体上来说是作为史书而存在的，一般为史学界列入“别史”类。通常，《通志》与《通典》、《文献

通考》并称“三通”，但是《通志》是这“三通”中质量最差的一部书。为什么说《通志》整体质量不高呢？因为

它的史部系完全抄袭、拼凑、编次、删改以往史书而得，而具有原创性的、补充性的著作成分极其有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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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往史书的处理上，郑樵有点类似于一个编辑，并且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主体自由”性。郑樵的这种编

辑行为，远远地超出了编辑主体自由的“深度自由论”[13]的范围，他对以往史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通

志》整书质量并不高，《通志》之精华在其中的二十略。

郑樵对自己的《通志》二十略自视甚高。他在《通志·总序》中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

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校雠略》涉及文献学及目录学理论，于是，有

学者认为“郑樵《通志·校雠略》应是部编辑学专书”[14]。此外，《通志·艺文略》、《通志·图谱略》、《通志·金石

略》等内容中也涉及一定的编辑学思想。概括来说，“《通志》不仅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在编辑学方面

亦有独特价值，它对中国古代编辑学（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等）的发展有卓越贡献”[15]。总

之，《通志》是对中国古代编辑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发展。

综上，我们已经分析出《通志》中的史部主要是在以往史书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郑樵小学3种则既有

创作成分又有编辑成分，《通志·校雠略》等略却是重要的“编辑学”专著。无论从哪种情形来看，郑樵作为

大编辑家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就现代学术规范而言，“创新”和“综述”必须明确区分，“研究”和“编辑”不能混为一谈。任何以

“综述”的面貌、“编辑”的形式的“隐性”处理都可能会涉嫌“抄袭”，这在当代学术规范下都是非常重要的原

则性问题。但是，在古代这一点确实无法做到，古代的许多文献都是历史“层积”而成，很难用现代的学术

规范去要求古代的文献。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通志》史部主要是郑樵“编辑”所得，《通志》二十略则是

“亦著亦编”双重身份，《通志·校雠略》等略则可以看作是对“编辑学”的专门研究，《尔雅郑注》性质类同于

《通志》二十略。

从现有文献看，郑樵著述确实丰富；其实，郑樵在去世前还有许多著述没有来得及写完。郑樵曾经上

书皇帝谈到他的写作计划，当世皇帝赐他“给札归抄”的待遇，郑樵的著作写成以后又曾上献皇帝从而使得

《通志》有官家收藏，以致于《通志》在后世得以刊刻流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诸如《七音略》这样冷僻的书

籍在古代本极容易亡佚，郑樵把它收入《通志》中从而使其得以保存，郑樵对这类文献的保存、传播功不

可没。

通常认为，“编辑”至少有3个方面的工作职能，即传播、中介、为出版做准备。以此来观照，郑樵在这3
个方面都做到了，并且做得还非常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我们都可以把郑樵称为我国两宋之交的大编

辑家，这个称号对于郑樵来说无论如何都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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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Novel Single-phase Photovoltaic Grid-connected Inverter

with Three Switching Devices

Zhang Yonggao, Li Yang, Kang Ganming, Chang Kaixuan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trict requirements of input voltage for a photovoltaic inverter due to some external effects and
internal factor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olerance to varied input DC voltage properly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an inverter plus a transformer and multi-stage cascad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tole-
rance to a widely varied input DC voltage and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inversion and step-up in photovoltaic grid-
connected inverte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ovel single-phase photovoltaic grid-connected inverter topology
with three switches. High- frequency switches and fly-back converter were adopted to substitute the traditional
bulky line frequency step-up transformer, which made the system easy to integrate with small volume, low weight
and cost, and higher efficiency. The closed-loop sinusoidal PWM control method with real-time waveform feed⁃
back technique can provide fast dynamic response. Through a small ac filter, the inverter achieved low-THD sinu⁃
soidal output. Simulation results verify that the novel single-phase photovoltaic grid-connected inverter is fea⁃
tured by simple structure and control, tolerance to a widely varied input DC voltage with high reliability.
Key words: photovoltaic; grid-connected inverter; tolerance to varied input DC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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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reat Editor Zheng Qiao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Song Dynasties

Bo Shoush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the editing sci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Zheng Qiao's writings
are his editorial works or academic work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 bibliography and writings, it maintains that
Zheng Qiao was a great editor, who was also creative in carrying out a certain degree of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Zheng Qiao; editing; creativity; academic research; version of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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