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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史艺文志是了解一代文献典籍的重要资料，创始于东汉班固据刘歆《七略》而编撰的《汉书·
艺文志》，这部史志目录基本上保留了《七略》所反映的当时国家的藏书情况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概况
，它也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目录学著作，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汉以后，自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代，由于政权更迭，社会动乱，图书散佚情况严重
，导致这六百年间各正史中都没有编撰记载国家图书藏书情况的艺文志。
到了唐代，由魏征等人对唐代以前的文献典籍做了一次系统整理，编成了《隋书·经籍志》。
该志也是继《汉书·艺文志》后最为重要的一部正史艺文志。
在这之后，又出现了几部正史艺文志，如著录唐代藏书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
，反映宋代图书情况的《宋史·艺文志》和著录明代图书著述概况的《明史·艺文志》。
但是，在此期间的其他几部正史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都
因种种原因没有编撰艺文志。
因此，在二十四史中，撰有艺文(经籍)志的只有6家，其余正史艺文志都付之阙如，造成典籍记载的断
层：为弥补这一缺失，后人遂陆续对正史艺文志进行补编。
系统地对我国正史艺文志进行补撰、考证的工作兴起于清初，兴盛于嘉道之后，这一学术风气一直绵
延至民国初年，历经百年而不衰。
目录学家这一系统巨大的工作，对我国文化典籍遗产的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我国两千年来的史志
目录体系得以完整。
不仅如此，正史艺文志补撰过程中所总结和积累的文献著录方法对当前的书目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因此整理和研究补正史艺文志是目录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
今天，我们回溯这一目录学发展过程，总结补史艺文志工作的特点和价值，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
事。

补史艺文志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以往学者对补史艺文志的研究仅仅概括性地介
绍了补史艺文志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补史艺文志的价值，或者仅对某一朝代、某一位目录学家所编撰
的补史艺文志著作进行分析探讨，综合深入地研究补史艺文志的几乎没有。
其实，补撰正史艺文志的工作时间跨度大，产生的成果丰富，王重民先生在《普通目录学》中评价它
们“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目录学的流派”。
因此我们既需要从宏观上全面、系统地把握补史艺文志的发展概况，同时又要对补史艺文志的类型、
图书分类特点、体制结构等方面进行微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挖掘补史艺文志在目录学及古代学术文化
史上的巨大价值。
本书即以此为切入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
拟将补史艺文志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分为创始、形成、发展、鼎盛和收尾5个阶段，并从清代的政治、
经济、文化制度及学术思潮等方面分析了补史艺文志从形成到逐渐繁荣直至衰落的原因。
随后对清代以来形成的几十部补史艺文志的不同类型做了归类，同时对补史艺文志在分类体系与类目
设置方面的特点、补史艺文志的著录体例包括序言、著录项目、小注、提要的内容和特点以及补志的
价值与不足等几个方面对清代至民初形成的补史艺文志讲行系统的分析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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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伍媛媛编著的《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系统地总结了自清代以来补史艺文志工作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
原因、补史艺文志的类别、分类体系、体制结构及著录方法，并分析总结了补史艺文志的文献学价值
和学术价值，对研究补史艺文志的读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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