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翰林全集
此《李翰林全集》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文集。全书共四十二卷，前三十六卷为诗歌，

编次以诗体划分为：赋、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

言绝句、七言绝句、杂体、联句、补遗，后为各体文章，分为：书、序、记、颂、赞、

铭、碑、文。此为明万历四十年刘世教编校刊本。

此集由刘世教与姚孟承、刘鉴参订而成。编次以古近诗体划分，各卷目录连续正文。

前三十六卷为诗歌，余下为各体文章。从目录上可以看出，刘世教将李白诗文编目打

乱，依据体类标准重新划分，使得李白诗文全集由过去的二十五卷本、三十卷本上升

到四十二卷本，是李诗卷数最多的一部。他的这种分类，虽然在诗文数目总量上没有

得到增补，但对李白诗文的分体分类进行了细化，有利于李诗的流传。又从刘世教

《凡例》中可知，这个《李翰林全集》四十二卷本在校勘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而

且在很多诗篇的末尾还附有校语，标明异文，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清人王琦在《李

太白集辑注跋》中评论说：“有全去其注，且分析其体为五七言律绝句者为刘世教本。

刘书虽缺训诂，然校订同异，改正讹舛，殊见苦心。”（介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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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刻李翰林分体全集序（王穉登撰）、李翰林诗序（李阳冰撰）、别集序（乐史撰）、

后序（宋敏求撰）、后序（曾巩撰）、毛渐题跋、旧唐书列传、新唐书列传、翰林墓

志铭（李华撰）、碣记（刘全撰）、碑阴记（苏轼撰）、李翰林年谱（薛仲邕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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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李白诗的整理与编刻达到历史上的高峰，重刊、翻刻宋元本李白集不时出现，

成为李白诗流传史上的重要时期。根据公私书目不完全统计，明代整理、注释、编刻

李白诗文集达六十种之多，在质和量两方面对前代都有所突破。这既与明代版刻印刷



术发达有关系，也与明代复古诗潮兴盛直接相关联。（介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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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中国唐朝诗人，自言祖籍陇西成纪，先世西凉武昭王李

嵩之后，与李唐皇室同宗。幼时内迁，寄籍剑南道绵州。另郭沫若考证李白出生于吉

尔 吉 斯 碎 叶 河 上 的 碎 叶 城 ， 属 唐 安 西 都 护 府 。 有 “ 诗 仙 ” 、 “ 诗 侠 ” 、 “ 酒

仙”、“谪仙人”等称呼，活跃于盛唐，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曾经在唐玄宗

天宝元年（742年）供奉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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