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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应麟是宋元间的一位博学大师，对清代学术与浙东学派均有很大影响。
《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是一部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视野观察王应麟学术特点及学术
地位的专著。
在由汉唐以文献训诂为特色的汉学到明清以文献考据为特色的新汉学的嬗变过程中，王应麟是一个承
上启下的指标性人物；其代表作《困学纪闻》则是一部指标性的学术著作，标志着综合性、文献性传
统学术载体的出现，是文献考据学或&ldquo;国学&rdquo;的开始。
这种模式，成为明、清学人甚至20世纪部分学人所使用的经典学术作品建构模式。
《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由钱茂伟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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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茂伟，1962年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大学历史学学士（1984）、浙江大学历史学硕士（1987）、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2000）、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2002）。
现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史学史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博士生导师，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第二层次培养对象、宁波市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专业委员会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浙江历史文化、明清史研究。
发表专业论文160多篇。
独著《明代史学的历程》（2003）、《明代史学编年考》（2000）、《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
（2010）、《姚江书院派研究》（2005）、《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2004）、
《浙东学术史话》（1999）、《宁波历史与传统文化》（2007），合著有《浙东史学研究述评》
（2009）、《遗民史家谈迁传》（2006，合著）、《一诺九鼎&mdash;&mdash;朱葆三传》（2008，合
著）、《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2004，合著）、《宁波通史&middot;元明卷》（2009
，合著）、《浙东学术史》（1993，副主编）等。
标点整理《皇明通纪》（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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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近五十年王应麟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一 20世纪60&mdash;80年代的王应麟研究二 20世纪90年代的
王应麟研究三 21世纪以来的王应麟研究四 近十年的《三字经》研究小结第二章 宋代以前的学术形态
嬗变与王应麟的学术风格一 商周的学术形态二 汉唐的经学传统三 宋代文献的发达四 两宋学术的嬗变
五 王应麟治学路径六 王应麟著述风格七 王应麟学术理念小结第三章 《玉海》与词科体系建构一 唐宋
词科与《玉海》编纂二 《玉海》的词科体系建构三 专门主题史知识的大汇集四 《玉海》所含知识与
观念五 《玉海》作为类书的价值小结第四章 《困学纪闻》的学术方式一 文献互证二 文本比对三 文献
注释四 事实比较五 专题考订六 记载遗闻小结第五章 《困学纪闻》的史学思想一 史学理念二 历史思想
小结第六章 《困学纪闻》的政治思想及其他一 治国思想二 重民思想三 夷夏思想四 护卫儒学五 教育思
想小结第七章 《通鉴答问》的义理思想一 宋代史论的义理化趋势二 《通鉴答问》作者及成书三 《通
鉴答问》的义理思想小结第八章 王应麟的沿革地理学研究一 王应麟与《通鉴》学研究二 《通鉴地理
通释》的考察三 《诗地理考》的地名价值四 《困学纪闻》的地名研究五 间及宁波历史地理的关注小
结第九章 《困学纪闻》与文献学奠基一 兼学术与思想的《困学纪闻》二 综合性学术札记模式的确立
三 &ldquo;国学&rdquo;与西学的异同观察小结第十章 元明清学术嬗变中的王应麟一 宋元时代以博学闻
于世二 明代由冷落而初步重视三 清代考据学的精神导师小结征引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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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近五十年王应麟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王应麟（1223--1296）是宋元问的一位博学大
师，对清代学术与浙东学派均有很大影响。
20世纪的王应麟学术研究，始于60年代，至今约五十年历史。
在这个时间段中，研究王应麟的人数不断地增多，研究成果不断地增加，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为了进一步加深和促进21世纪的王应麟学术研究，有必要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王应麟学术研究现状
作个全面的梳理。
在学术史清理基础上，寻找更新更高的研究起点。
　　一 20世纪60-80年代的王应麟研究　　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王重民
（1903-1975）从目录学角度对王应麟的《玉海》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王应麟的（玉海&middot;艺
文）》（1964）①。
王重民着重分析了《玉海&middot;艺文》的编撰特色及创新，认为《艺文》的44个子目排列与一般的
四部目录有所区别：一是在四部目录中有一些极普通的子目，如天文、地理都不见了。
二是为适应类书的性质和服务于博学宏词考试，对于44个子目排列作了相当大的改变。
三是在《玉海&middot;艺文》所分的44个子目下的著录是以每一个编题作为一组图书来编著的。
这种编撰方法虽然在《玉海》中是一般组织方式，但是应用在《玉海&middot;艺文》的图书著录上，
就走向了主题目录的组织形式。
《玉海&middot;艺文》虽没有形成完整的主题目录，但为主题目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引导了传统中
国分类目录的主题目录走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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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的学术形态，大的发展趋势就是由汉学而宋学，复由宋学而新汉学的转型。
宋代是中国传统形态由汉学而宋学的转型时期，而王应麟则正是这样一位汉学与宋学相兼的人物。
钱茂伟所著的《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重点思考王应麟的学术形态，兼及王应麟之前的传
统中国学术形态及之后的学术形态嬗变。
这样的定位，或许更能体现王应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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