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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智超历史文献学论集》是作者三十多年来有关历史文献学论文的结集。
主要内容包括：一、对宋代一系列基本史籍的研究，特别是历经十五年之久的研究，大部复原了近千
万字的宋代百科全书《宋会要》。
二、关于流传海外的中文文献的发掘与研究。
特别是对现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七百余通手札的考证与研究。
三、对明代前期至20
世纪60年代三千五百多封信札的发掘、考订与整理。
四、作者近二十年来致力于辑补《旧五代史》的工作，目的是作出一个可以取代通行的辑本《旧五代
史》的新文本。
这项工作意义重大、难度极大。
《陈智超历史文献学论集》收入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五、作者十分注意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研究实践中不断
总结提高，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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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智超  广东新会人，1934年4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为宋史专业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留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历史文献学
专业博士生导师，直至退休。
代表作有《解开(宋会要)之谜》《陈智超自选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
考释》《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宋史十二讲》《陈垣——生平、学术、
教育与交往》等。
其中多项成果获奖。
自1982年起，先后在法国、日本、美国、加拿大、韩国一些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作访问学者、客座教
授及作学术演讲。
现继续从事辑补《旧五代史》的工作。
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11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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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宋会要
　《宋会要辑稿》遗文、广雅稿本及嘉业堂清本的再发现
　《宋会要辑稿》的前世、现世和来世
　《宋会要辑稿》校勘札记
　《宋会要》食货类的复原
　从《宋会要辑稿》出现明代地名看《永乐大典》对所收书的修改
　北宋商税额补缺
　《宋会要辑稿补编》的价值及整理
　论《宋会要》辑本的复文
　从陈元光母妻的姓氏看他的籍贯
　《宋会要》方域类水利门的复原
　新发现的青山庙最早记载
　《宋会要》的利用与整理
　《宋会要》乐类的复原
　致《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信
第二篇 宋代其他文献
　对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意见和建议
　跋励耘书屋旧藏《长编》抄本
　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
　日本《续资治通鉴长编语汇索引》评介
　宋刻《续资治通鉴长编》影印本序
　宋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
　三论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
　四论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
　《宋史》正误(四则)
　《宋史?礼志》纠谬(五则)
　《宋朝诸臣奏议》校点本序
第三篇 流传海外的中文历史文献
　十八世纪占婆王府档案目录及说明
　《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序
　《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序言
　张名振批点本《皇明资治通纪》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导言
　杨继盛请诛严嵩疏稿本考
　旅日高僧东皋心越家世考
第四篇 信札
　《陈垣来往书信集》前言
　朱熹手札复出人间
　跋朱熹、张栻手札
　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考证(45篇)
　《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前言
第五篇 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辑本的得失
　论重新整理《旧五代史》辑本的必要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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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补《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导言
　辑补《旧五代史》列传导言(上)
第六篇 总论及其他
　《道家金石略》校补前言
　建立宋史资料库的构想
　真大道教新史料
　金末“义军副总领印”简释
　许昌天宝宫访碑记
　影印《四库全书》之我见
　崖门水域宋元沉船的初步考察
　史学应用高科技的前景
　《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简体横排标点本说明
　宋代史料的收集、解读与利用
　历史文献整理工作的不同层次
　家谱在史学研究中的利用
　古籍鉴别的几个问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智超历史文献学论集>>

章节摘录

　　第三，有关的地方志。
从范围来说，包括有关省、府、县的通志、府志、县志。
令我高兴的是，方用彬家乡歙县岩镇还流传有一部镇志——《岩镇志草》。
这里说的“有关的地方志”，不但指方用彬及写信人籍贯所在的地方志，还包括这些人为官所在或曾
居留地方的志书。
　　第四，写信人及有关人现仍流传的文集及其他方面的著作。
这里所说的“有关人”，指在写信人名单之外的方用彬友人或写信人友人的著作。
　　第五，书画谱、印人谱等。
因为方用彬能书善画，也工于篆刻。
他的友人中有一部分是书画家、篆刻家。
　　第六，有关族谱。
最重要的当然是歙县环岩《方氏族谱》。
　　我将这六方面的资料互相印证，以及用这些材料与书信互相印证，解决了大部分疑难问题。
而某封书信一经证实，它本身即可作为证据，不但可以用于解释其他未经证实的信件，有些也可纠正
上述六方面资料的错误。
例如，土册第二七四通是晏仕翘的名刺。
我在康熙《徽州府志》卷三《郡职官》中查到府推官有吴仕翘，隆庆四年（1570年）上任。
“仕翘”之名较少见，“晏”与“吴”形近，我怀疑为同一人。
好在府志注明此人为进士，我进而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其中无吴仕翘而有晏仕翘，江西清
江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甲二十一名。
据《索引》及土册二七四通，可证《府志》误“晏”为“吴”。
据《府志》，知土册二七四通之晏仕翘为徽州府推官，通名刺时间为隆庆四年或稍后。
　　我在两年多艰苦的搜集材料和考释信件的过程中，一方面为能够发掘出如此丰富的材料，解决了
如此之多的疑难而感到欣慰，因为它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另一方面，我也深深感到，如果不是近二十年来大批古籍的影印，使我能够比较方便地查阅过去分藏
在各地的文献，我的考释虽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但可以肯定地说不能达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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