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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大典》是运用我国历代汉文古籍编纂的一部大型工具书。
其目的是为学术界及愿意了解中国古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准确详实、便于检索的汉文古籍分类
数据。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纂写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我国历代都有编纂类书的优良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永乐大典》等大多已夫失，现存《古今图书集成
》编就距今也已数百年。
为了适应今天和以后研究和检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专家学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
议，在已有类书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一部新的类书《中华大典》。

　　国务院在关于编纂《中华大典》问题的批覆中指出，编纂《中华大典》『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
一项文化出版工程』。
《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总论分典（繁体竖排版）（套装全3册）》所收汉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
清末，约三万种，达七亿多字，分为二十四个典，近百个分典，内容广博，规模宏大上则所未有。

　　《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坚持科学态度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尽量采用古精校精刻本，优先采用我国建国后文献学和考古学的优秀成果。
对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学派的数据，兼收并蓄。
运用现代图书分类的方法，对收集到的资料，精选、精编，力求便于检索、准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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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又梁凤翥序昔司马子长作《史记》，上自周秦，下逮景武，编年次事，其语递详。
殷商而前，止备梗概，表、书、世家、列传，或略而无征。
钟竟陵选诗古文词，或篇章弗完，亦咸登之，何者？
遗文献躅，异世相贻，其可传者幸也，其不尽传者重可惜也。
鄙西邑志自明成化丙申以上，人文事迹分载鄙、津。
设县而后，因地考文，而鄙志残缺，元宋以前无复识别，上津专志又散失无存。
自丙申而降，二百七十余年，化治正、嘉，纪载稍备，隆、万、天、崇，较之中叶，表述不详十居其
七，事实无征十居其四，即有一二称述，而补缀不备，又不啻十居其九。
间尝考罗金石，一碣所载，竟至秩官四人、乡官一十二人。
按之旧志，仅列其二。
其诸二一散见，与焉金石所不载者，不知凡几。
岂其时独无修明欤？
是何后焉之略耳，不逮其前之详耶？
迨至屠燹频仍，四野为墟，文人学士，播迁载路，狂锋列焰，世犹未戢，何有于遣文，【略】雍正己
酉，抚军粤西王公、督学榆山凌公议修通志，邑侯马公坦、学博杨君炯谬以余借充编次。
顾刻期一句搜罗不遑，摘二志所载故老旧闻，言溢二万。
省志所录，其可考也。
乙卯，分守忿宪鲁公复修道志，大乱原稿，罔堪信后。
其所谓仅传焉者，竟且大半不传矣。
余窃惟志也者，史之支流，而亦国之详史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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