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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傅斯年在《史料學方法導論》中説「官家的記載時而失之諱」，「私家
的記載時而失之誣」。陳寅恪在《〈順宗實録〉與〈續玄怪録〉》一文中持

同樣見解，提出了治史的一項原則，體現了學術思想的進步，文曰：

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

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

這項原則的提出，是他縱觀吾國史料之後得出的結論，符合實際。



公私纂述的常見弊端

「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這容易理解。考其原因，則有如下數
端：

（一） 囿於見聞，易滋誤端　那些出身世家與個人社會地位高的作
者，因爲經歷的事情多，接觸的人也多，記載的事情，出於耳聞目見，
也就比較可信。例如趙璘撰《因話録》六卷，《四庫全書總目》稱「璘

家世顯貴，又爲西眷柳氏之外孫，能多識朝廷典故。《東觀奏記》載唐
宣宗索《科名記》，鄭顥令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上進，是亦

嫻於舊事之明徵。故其書雖體近小説，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注 但如
《雲溪友議》的作者范攄，本是江湖散人，居留多在吴越一區，交游中
乏多聞博識之士，記叙的内容，往往出於道聽途説，不可信從。例如他
在《江都事》中叙李紳故事，云李紳治民嚴酷，致使「邑人懼禍渡江過

淮者衆」，顯然過於誇張。當然，小説中的記載也不大可能純出編造，
往往以一些不可靠的傳説爲根據。《新唐書》卷一八一《李紳傳》言開
成初爲河南尹，「紳治剛嚴」，惡少「皆望風遁去」，《雲溪友議》却

記作一般平民「户口逃亡不少」了。書中還説「騾子營騷動軍府，乃悉
誅之」，尤屬張冠李戴。「騾子營」乃蔡州軍事，見《舊唐書》卷一四
五《吴元濟傳》與一六一《劉沔傳》。吴傳云：「地既少馬，而廣畜

騾，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稱勇悍，而甲仗皆畫爲雷公星文以
爲厭勝。」可知此事與李紳全然無涉。

（二） 朋黨成見，故意歪曲　史稱唐代之亡，乃由三個問題所觸

發：藩鎮、宦官、朋黨。中唐之後，小説言及朋黨之争者甚多。牛李之
争此起彼伏，持續數十年之久，把許多文士都捲了進去，他們記叙的東

西，難免帶有偏見。例如李黨中人劉軻著《牛羊日曆》，就對牛僧孺等
人肆意醜詆；牛黨中人盧言著《盧氏雜説》，也曾引用一些不可信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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