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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翻刻宋本是明代以宋本作为底本重新雕刻而成的刻本，现已成为古籍善本中极为重要的一类。
长期以来，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明代苏州、常州地区的个别翻刻宋本，而对其他地区的翻刻宋本和
翻刻宋本的诸多方面缺乏关注，未能从文献学角度对明代翻刻宋本作全景式的研究。
杨军编著的《明代翻刻宋本研究》通过检索历代和当代现存的书志、相关文献资料及实地访查，厘清
了明代翻刻宋本的历代著录和现存状况，并在所搜集到的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明代翻刻宋本的
出版状况、底本制作，以及翻刻宋本这一出版现象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等方面，做
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明代翻刻宋本研究》资料丰富、扎实，叙述晓畅，逻辑清晰，对文献学、版本学研究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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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军，男，1965年生。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
1988年、1993年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学位；2007年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
位。
主要从事出版文化（史）、传播史研究。
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多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摘要。
论文曾获陕西省高校学报优秀编辑学论著一等奖、全国高校社科学报优秀编辑学论文奖。
主持省级课题2项、教育部课题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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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绪论
第一章　明代翻刻宋本的历代书目著录与现存状况
　第一节　“翻刻宋本”的含义
　第二节　明代翻刻宋本的历代书目著录
　第三节　现存明代翻刻宋本的书目著录与藏本调查
第二章　明代翻刻宋本出版状况分析
　第一节　明代翻刻宋本的图书类别
　第二节　明代翻刻宋本的出版者
　第三节　明代翻刻宋本的出版时间及地域分布
第三章　明代翻刻宋本个案考述
　第一节　《太玄经》、《孔子家语》翻刻宋本考
　第二节　《史记》翻刻宋本考
　第三节　《临川集》、《刘随州文集》、《越绝书》翻刻宋本考
第四章　明代翻刻宋本的底本与制作
　第一节　明代翻刻宋本的底本
　第二节　明代翻刻宋本的写样、写工、刻工
　第三节　明代翻刻宋本与底本
第五章　明代翻刻宋本出版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意义
　第一节　明代翻刻宋本出版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节　明代翻刻宋本出版兴盛的意义
　第三节　明代翻刻宋本的版本价值
附录 明代翻刻宋本知见书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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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于氏在《谷山笔尘》卷八又曰：“《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
也。
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
”足见好古已风行于上层社会。
　　这种复古思潮反映在图书的典藏与刊刻上，即是收藏、刊刻古书也十分风行。
据有关资料统计表明，宋元两代有藏书家仅百余家，而有明一代就有四百多家，且大多是在成化以后
出现的。
藏书家以藏古书多寡相争胜，是士林“好古”的风气的充分体现。
翻刻宋本的主持者多是学者、藏书家，其中不少为官员，他们对朝野政治、文化风气的把握最为敏锐
，反应也最快；文人学子好古反映在刻书上，也追求复古。
宋代是雕版印刷鼎盛时期，前代旧集多获刊刻并广为流传。
同时，宋刻以其形制美观、印刷精美颇得明人士大夫的喜爱，于是多由官员、学者、藏书家参与的家
刻，蜂起于经济发达、文化复古意味浓厚的吴中地区，大量翻刻宋代典籍，甚至着意规仿宋椠，使得
翻刻宋本成为此时出版的一大特色。
前文述及王锜所谓的“书必篆隶”的复古倾向，在刻书中也有所反映。
叶德辉《书林清话》之《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条云：“明嘉靖间，闽中许宗鲁刻书，好以
《说文》写正楷⋯⋯顾此亦嘉靖间风气如此。
吾藏嘉靖十年陆钺（应为釴--作者注）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亦系如此。
在明人则又过于好古矣。
”又于《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条下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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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通过查检历代藏书目及实地访查，查得有记载的明代翻刻宋本378种及其相关资料，列出明细
表，并对之做了类别、出版者、出版时间与地域分布的分析研究，得到一些具体的有说服力的结论。
例如以具体数字说明了明代官员、文人个人在翻刻宋本的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等。
作者的这些工作都是有创造性的。
作者对明代翻刻宋本这一出版活动与弘治至明末的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关系的论述也很有价
值，对明代文化史的研究有所启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严佐之　　　　作者对于“翻刻”、“重刻”、“覆刻”等术语的溯源及
辨析，对于明清以来书目书志中“翻刻宋本”著录的爬梳，对于京沪图书馆所藏“翻刻宋本”的调查
目验，对于《太玄经》等“翻刻宋本”的专题研究，对于“翻刻宋本”刻印过程及细节的探讨，以及
对于明代“翻刻宋本”社会文化背景的讨论，考察深入，征引详明，叙述老练，写作规范，足证学风
笃实，训练有素，工作量饱满，是一篇较为出色的博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教授 吴格　　　　论文不蹈虚空，在对明代翻刻宋本的实物调查和前人论述、解题
明代翻刻宋本的文献征引两方面均花了相当的精力，以此所述明代翻刻宋本的出版时间及地域分布、
其底本与制作方式等问题，时有新见.并足以改变以往的一般看法。
个案考述虽重在从文献记载中发现问题，而所论亦颇予人启发。
全文结构完整，逻辑清晰，论述合乎学术规范。
整体上看，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复旦大学教授 陈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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