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辞集注
此《楚辞集注》为朱熹所注。此书共八卷，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二十五篇，总名之为

“离骚”，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共十六篇，称

为“续离骚”。此南宋端平二年朱鑑刊本，杨氏海源阁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

馆。#更新，并附补元天历三年陈忠甫宅刊本。

朱熹认为王逸《楚辞章句》所收篇目不妥，“《七谏》以下，辞意平缓，意不深切，

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陈振孙《书录解题》引）。因此，《集注》删去《楚辞章

句》原有的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而增补

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二篇。《集注》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２５篇，总

名之为“离骚”；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共１６篇，

称为“续离骚”。区分屈原作品和其他人的拟作，以及以情辞深切为标准进行篇目的

增删，这种做法明确地突出了屈原在楚辞创作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也着意强调楚辞在

情感和语辞方面的特点。

后人对楚辞的注本繁多，其中，南宋朱熹所著的《楚辞集注》是研究楚辞的最佳善本。

朱熹的《楚辞集注》重新编排了《楚辞》的篇目，较前注有了很多创新，在注释方法

上也与前注不同。在注释方法上，朱熹特别强调贯通章句，阐发义理。王逸和洪兴祖

的注释皆以名物训诂为主，朱熹在《楚辞集注》的序言中评价说：“顾王书之所取舍，

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

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

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文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

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朱熹的注释基本上以四句为一章（亦有六句、

八句不等），先释字义再通释章句，每章还对其表达方式加以揣摩，系以赋、比、兴

字样。（介绍参考）

楚辞集注目录

卷一：离骚经

卷二：九歌

卷三：天问

卷四：九章

卷五：远游、卜居、渔父

卷六：九辩

卷七：招魂、大招

卷八：惜誓、弔屈原、服赋、哀时命、招隐士

https://new.shuge.org/view/chu_ci_ji_zhu/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06-11/13/content_11585737.htm


楚 辞 是 屈 原 创 作 的 一 种 新 诗 体 ， 并 且 也 是 中 国 文 学 史 上 第 一 部 浪 漫 主 义 诗 歌 总

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

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

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

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

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附补《楚辞集注》（元天历三年陈忠甫宅刊本）(2018年6月17日)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449/11315444.htm




此《楚辞集注》为元天历三年陈忠甫宅刊本。内含：楚辞集注：八卷、楚辞后语：六

卷、楚辞辨证：两卷。此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文件名：楚辞集注.八卷.后语.六卷.辨证.二卷.宋.朱熹注.元天历三年陈忠甫宅刊本

文件格式：PDF高清+

原色版文件大小：562M
黑白版（可选）文件大小：46.4M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F1000000000000103995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

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

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

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更新(2018年6月17日)为高清+版本，并附补《楚辞集注》（元天历三年陈忠甫宅刊本）

#修复(2018年10月31日)南宋端平二年朱鑑刊本 图片文件裁切严重的问题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卷书签。朱鑑（朱熹孙）刊本，开本 32.2 × 20.8 厘米，版框22.2

×  16.5  厘米。杨氏海源阁旧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海内孤本，书后另附有

《楚辞辨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前者为旧注的考订，后者辑录宋玉以后至宋

吕大临的拟骚作品（此文件不含：《楚辞辨证》和《楚辞后语》）。
—
文件名：楚辞集注.八卷.宋.朱熹注.南宋端平二年朱鑑刊本

文件格式：PDF高清+

文件夹大小：613M
黑白版（可选）文件大小：39.3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62/1413873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