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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以重要的古文献学家及其著作为纲，以古文献学的成果，方法和理论为目，经纬分明、史论
兼备。
论及重要专题三十余个，有代表性的古文献学家上百人。
占有资料宏富，立论公允，难易合度，分量适中，宜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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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
‘在这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文献典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数量之多，世界罕见，人们常用“
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这并非夸大之词。
但更可贵的是，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着研究、整理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总结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古文献学，这对于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整理、流传和利用，起着重要作用。
历史给我们以启示：能否继承和发展中国古文献学，是关系到我国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存亡的问题。
如果没有正确的古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古文献将会产生两种后果：或者任其错乱、散失，日渐佚亡；
或者乱加整理、妄加窜改，加诬古人，贻害后代。
这将对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
什么是古文献学？
简言之，就是有关古代文献典籍阅读、搜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
为了不停留在抽象的定义上，进一步加深对古文献学的了解，不妨让我们考察一下历史和现实的实际
经验。
由古代文献典籍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所决定，阅读、研究、整理它们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技能。
于此前人早已有经验之谈，如清代著名古文献学学者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
三、宋代的思想学术流派与古文献学的关系北宋：（一）王安石新学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产生了王
安石的新学，主要著作有《三经新义》和《字说》等。
在继承传统学术方面体现了牵合儒、法的倾向，在古文献学上表现出附会新义的特点。
新学几经崇黜浮沉，先后历经六十年，最后被统治者所废弃。
具体情况详后王安石专节。
（二）道学道学是与王安石新学同时兴起而与之对立的学派。
新学在政治上得势时，道学的代表人物集于洛阳，相当于在野的内阁，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较大的
影响。
道学的代表人物，按照朱熹较早的说法，指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所谓“六先
生”（见《朱子大全》卷八五《六先生画像赞》）。
但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所撰叙述“道统”的《伊洛渊源录》，又依洛学的门户之见，将司马光除
外，所馀五人即所谓“北宋五子”。
道学家在政治上反对变法，在学术上有渊源关系或共同特点，兹就其中对古文献学影响较大的几个人
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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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承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之后，2001年9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近六年来，承蒙广大读者欢迎，再三增印，深感欣慰。
有的学者在刊物上发表大文予以褒扬，谨视为鼓威；有的年轻朋友在网上勘正误植，令笔者感激；还
有热心者倡议为本书编制索引，以便于阅读，对拙著亦大有裨益：凡此，都体现了对本书和笔者的关
心和支持，谨表示由衷感谢！
现趁再版之机，对原书作了一些修订，并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再版过程中，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给予大力支持，谨此深致谢忱！
至于本书错误和不足之处，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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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分七章论述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及近
代的古文献学史。
全书以重要的古文献学家及其著作为纲，以古文献学的成果、方法和理论为目的，微观分析与客观考
察相结合，力求做到经纬分明，史论兼备。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论及重要专题30余个，有代表性的古文献学家上百人。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可作为古典文献专业的基础教材，也可作为古代文学、史学、哲学、图书博
物馆学等学科的基础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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