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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古典文献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它不仅以一种相对集中而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通过传抄、印刷、编辑、整理、诵
读、研究等传播方式，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参预了对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和
思想文化内涵的塑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在文献传承的过程中，不仅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文献的传承，参预了对中国文化之民
族特色的塑造，并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心理情感与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而且，作为文献著录和书籍
传承的重要支撑的目录学，也一贯致力于整合林林总总的固有文献与已有知识，使之系统化与合理化
，与此同时，其自身还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框架。
有鉴于此，几年前，当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实施国家“985工程”“汉语言
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研究计划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同人
们集思广益，提出以“文献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为名设立子课题，并很快通过了专家组的立项
论证。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就是这一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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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巩本栋，1955年生，江苏丰县人。
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曾任韩国延世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大学访问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南京大
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驻院学者，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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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综论篇  论宋人别集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一、宋人别集编纂的概况    二、宋人别集的类型和编纂体例 
  三、宋人别集的保存、刊刻与流传    四、关于宋集宋注  论明人整理宋人别集的成绩    一、元人对宋
集的收藏与传刻    二、明人对宋集的搜集与保存    三、明人对宋集的刊刻与传播    四、明人对宋集的
辑录与选编  论清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    一、清初士人保存文献的意识    二、四库馆臣辑宋集的成绩 
  三、清人对宋集宋注的整理与传播域外篇  论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    一、宋人的别集与总集    二
、宋集之朝鲜本与和刻本    三、宋集之选本和注本    四、诗话及其他域外文献中所见宋代文学史料  论
朝鲜时代的宋人诗文选本    一、对宋诗发展的认识    二、对理学诗派的钟情    三、宋四六选本的编纂  
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从宋本到朝鲜活字本    一、宋本的编撰、刊刻与流传    二、宋庚寅增注
本的版本面貌和特征    三、宋本“补注”和“庚寅增注”的撰者    四、宋本与元本的关系    五、元本
和朝鲜本中刘评的有关问题    六、宋本与朝鲜活字本  宋人撰述流传高丽、朝鲜两朝考略    一、汉籍流
传高丽、朝鲜两朝概说    二、经部书考略    三、史部书考略    四、子部书考略    五、集部书考略    六、
几点思考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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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论篇　　论宋人别集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四、关于宋集宋注　　对于迭遭厄难的北宋文集
的重新搜集、整理，南宋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与唐代几乎没有唐人注唐集的情况截然不同，南
宋时出现了众多的宋人别集的注本、选本、选注本和评点本。
像王安石、苏洵、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朱淑真等人的诗集，都有宋人注本传世，苏轼则更是诗
、词、文章都有宋人的注本和选注本。
朱熹的《感兴诗》有宋人蔡模的注，《武夷棹歌》有陈普注，苏轼的词有傅斡的注。
其他像孙觌的尺牍、王十朋的《会稽三赋》、李廷忠的《橘山四六》等，也都是以注本的形式流传的
。
至于原有注而后世佚失的也很多。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著录，苏轼兄弟《和陶集》十卷，原有傅共注。
卷十七著录周邦彦《清真集》，楼钥音释。
卷二十一有曹杓注《清真词》二卷，曹鸿注《琴趣外篇》三卷。
《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陈逢寅的《山谷诗注》二十卷等，惜皆已佚失。
又，南宋有任渊所注宋祁诗和选注的黄庭坚的诗文集①，福建建安坊刻《永嘉先生标注张文潜集》十
卷②，汪应辰注包拯《包孝肃奏议》③，裴及卿注欧阳修诗④，顾禧《补注东坡长短句》⑤等，也都
已不存。
总之，宋集宋注乃成为宋人别集的一大特色。
当然，由于这些注本的作者的识见和学问有高下、注释的难易程度有区别，因而注本的详略和水平也
不免参差，但无疑都为保存宋集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后人研究宋代文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这里仅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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