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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共分上、下两编。
上编共有四章。
第一，《研究》确实有先秦材料来源。
第二，全书材料性质，有“撰述”、有“编纂”，也有流传中的材料变化。
本书编纂类文献，体现了先秦时期“丛”、“林”文献的基本特色；撰述类文献，则体现了本书作为
“传”、“记”体式的特色。
第三，本书文本变化，对人名、地名并无很大改变。
这些人名、地名，大多符合先秦两汉史书记载，基本可以作为研究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的依据。
第四，考察《孔丛子》的版本与流传，说明本书在流传中发生的篇卷分合与版本差异。
　　下编是综合性研究，包括《孔丛子》中的家学、文学与学术文化问题。
《孔丛子》与孔氏家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本书涉及孔氏家法、家风与家学等思想观念，体现了孔氏家学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
孔氏子孙的学术思想自有传承，且与思、孟、荀及稷下学术有关。
其中的典章制度，与先秦两汉典籍记载不悖，可以作为研究先秦典制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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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少华  男，1972年9月出生，山东省莱芜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
山东大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研究，先后在《文史》、《文学遗产》、《文史哲》、《齐鲁学刊》、
《中山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文章30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中心国情调研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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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此，我们应该对以往的学术思维与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反思。
宋代以后陆续对很多古书提出的“真伪”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有些可以形成定论
的问题，可以进行必要的商榷与讨论；对那些很难形成定论的“真伪”问题，我们可以不必陷入毫无
意义的争论怪圈，只关注本书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就可以了。
再说，我们现在所用的“辨伪”方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即如将先秦诸子古书所记与史书比勘的方法而言，就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
因为，即使史书较诸子所记更为准确，但不能将诸子文学中“寓言”、“传闻”、“饰说”之类的文
献与史书的不合断为伪作。
　　再如，我们在辨伪过程中一贯使用的文字校雠与比勘方法，也存在很大的缺陷。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存在的文字差异现象，是学术史上的常态，不足以成为传世文本作伪的证据。
其实，即使那些我们公认为真作的古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由于误读、误刻，或者地域方
言的差异，也会存在文字不同的情况。
但是，这些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完全像清儒所言，出现“小学不明则经义不明”的后果。
我们处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学术环境中，古文、今文早已丧失了一较短长的阵地，我们也早已不是固
守疆域的俗儒，而应将这些资料皆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财富。
同一部书中个别文字的不同，只能造成文意理解的差异，有时候并不影响全句的意思，更不会造成“
谬之千里”的后果。
相反，这种文字记载的差异，有时候反而会大大拓展文学的范畴，可以使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文句的
不同精彩之处。
与其在哪一个字更准确的旋涡里纠缠不休，倒不如将各种不同的文字都接受下来，深入研究，这样或
许会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孔丛子研究>>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一部对《孔丛子》的历史、文化、文学等问题进行深入整理的研究专著。
尤其是对《孔丛子》编纂、撰写体式与刊刻变化的考论，基本符合《孔丛子》的成书情况，对于从根
本上解决《孔丛子》“伪书”公案问题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 傅刚　　本书选题属于学术前沿问题。
作者能够将文本放置在当时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涉及到文学、历史、文化等各个方
面，思路比较开阔，文献功底扎实，论述不乏新见，属于集大成之作。
　　　　——清华大学教授 孙明君　　作者能够注意结合典章名物制度来研究《孔丛子》，虽属初步
，然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扬之水　　作者从人名、地名角度切入考察《孔丛子》的
文献问题，这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孔丛子》“伪书公案”或其他学术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吕微　　　　本书是一部对《孔丛子》进行综合性研究的
著作。
著者对于历代判定《孔丛子》为伪书的诸多疑窦采取了逐代层累式的说明与解构，下了很大功夫；对
于孔子论《诗》材料的梳理、对于孔子《诗》学在战国秦汉之际的传播，以及对于孔臧生平与辞赋的
研究等方面，都有新的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吴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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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少华编著的《研究》，共分上、下两编。
上编共有四章。
第一，本书确实有先秦材料来源。
第二，全书材料性质，有“撰述”、有“编纂”，也有流传中的材料变化。
本书编纂类文献，体现了先秦时期“丛”、“林”文献的基本特色；撰述类文献，则体现了本书作为
“传”、“记”体武的特色。
第三，本书文本变化，对人名、地名并无很大改变。
这些人名、地名，大多符合先秦两汉史书记载，基本可以作为研究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的依据。
第四，考察《孔丛子》的版本与流传，说明本书在流传中发生的篇卷分合与版本差异。
    下编是综合性研究，包括《孔丛子》中的家学、文学与学术文化问题。
《孔丛子》与孔氏家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本书涉及孔氏家法、家风与家学等思想观念，体现了孔氏家学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
孔氏子孙的学术思想自有传承，且与思、孟、荀及稷下学术有关。
其中的典章制度，与先秦两汉典籍记载不悖，可以作为研究先秦典制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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