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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
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
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中。
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
的文集。
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
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
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
，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
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
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
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
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
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30年。
30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人图书馆学的殿堂。
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
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
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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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献学根植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本文集收录的论文主要包括古代目录学、历史藏书学和汉代文献学方法。
古代目录学是关于知识的分类，历史藏书学是关于典籍的传承，而汉代文献整理的方法是中国文献学
的实际源头，三者构成了古代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论文从文化的角度对古代文献学的文化意蕴进行了细致的揭示和阐释，并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对中国
古代文献学的精微、成就和局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以期通过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文献学和现实之间
达到辩证的衔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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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强，1963年12月出生。
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获学士学位。
2002年考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师从袁祖亮教授，200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武汉大学在站博士后，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图书馆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文献信息资源研究
中心副主任、图书馆学专业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图书馆学刊》副主编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献学。
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含合著）10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和省部级项目多项，多次获省
部级优秀学术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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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古典目录学新论中国目录学基本精神探论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略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特
质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史论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的互著法和别裁法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关于《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两个问题的探讨论郑樵目录学
思想明代私家书目图书分类体系的变革及其成就论《国史经籍志》《宝文堂书目》及其文献价值20世
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地位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我国私家藏书起
源试探明代藏书事业历史背景探论明代政府藏书概述明代文渊阁藏书考述“儒藏说”评析中国古籍版
本学是能够辉煌起来的——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读后汉代文献学的特点及其对汉代学术的影响汉
代文献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论汉代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从《史记》看汉代的文献传播过程及
影响因素汉代文献注释模式研究主要论著目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

章节摘录

　　（二）总结、继承和创新我们尽管还不能说郑樵目录学思想已经形成体系，但至少可以说郑樵目
录学思想已经触及当时书目和书目工作的主要层面，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
这些思想是在对传统积累起来的目录学知识的总结和继承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超越和创新才形成的。
郑樵使零散的目录学知识系统化，明晰化，并通过一系列的书目批评，对知识积累时期的目录学作了
总结和继承，对于后人认识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和弊端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技术支持。
郑樵的超越和创新，又提供了目录学发展的新起点。
这不仅表现在目录学哲学思想的奠立上，也体现在各层面的目录学思想上。
“类例以明学术”、“记百代之有无”、“泛释无义”等观念和方法论都是郑樵的发明，这些观念和
方法论使中国目录学具有自主意识，具备了独特的、其他著作无以替代的功能和地位。
承前启后，开辟草莱，中国目录学史上，郑樵一人而已。
　　（三）人文精神的高扬　　中国目录学具有浓厚的人文性，惟其如此，才在分类目录里变生出种
种书目样态来。
郑樵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高扬了目录学的人文精神的大纛。
目录学的人文精神是目录编制和理论建构中自立自主意识的基础。
郑樵自创书目分类体系和收录范围，其“揭示论”即强调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反对僵死的教条。
注释的繁简有无应视具体需要，即不仅取决于对象（客体），也取决于主体，即取决于目录学家自身
的修养和识断，这就凸显了编目者的主体意识。
人文精神的高扬使技术性的编目活动成为创造性的劳动。
　　（四）对后世的影响　　从现有的文献考察，郑樵目录学思想在宋代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明代胡应麟率先对郑樵目录学作了评价。
实际上，郑樵目录学思想也首先影响到明代目录学。
明代目录学构建了自己的风格：目录学理论强调书目的“检阅”－检索功能，认知到书目的工具书性
，而在实践上，走上了郑樵倡导的简明著录的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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