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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本教材力图强调实践性，希望同学们能在学习本课程时，
了解大量的实际例证，增加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感性认识。
除了思考题外，我们还设计了练习题，思考题与练习题都用繁体字，以便孥高大家对古典文献的认知
能力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处理能力。
练习题可以在课堂上讨论，也可以在课后做。
我们建议教师应事先熟悉这些练习题，还可以根据旦己的教学需要增加一些相关的练习题。
那些有兴趣有余力的同学（包括一些硕士生）还可以按照“进一步阅读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自学，进
而拓展和加深有关方面的知识。
自学也是一种实践，大学教育最根本的特性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的刘向、刘歆父于。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科技的现代化，这门古老的学问也要“与时俱进”。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无所不在的时代，电子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古典文
献的整理与研究已经或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本教材应适当地反映这些时代变化。
我们除了在第一章讲授电子文献的载体形式和有关问题外，还在第九章专门讲授电子文献的检索，介
绍《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系统》等电子文献全文检索系统。
同学们通过上机上网操作，可以大大提高对古典文献的检索和利用。
这就是本教材所强调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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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文献”与“古典文献学”　　一、文献　　二、古典文献学　第二节　古典文献学
的知识范围与功用　　一、目录、版本与校勘　　二、辨伪、辑佚、标点、注释、翻译、检索与出土
文献．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一、先秦两汉古典文献学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
代古典文献学　　三、宋辽金元古典文献学　　四、明清及近代古典文献学　　五、结语：中国古典
文献学发展的分期和时代性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　第一节　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　　一、
甲骨　　二、金石　　三、竹木　　四、缣帛　　五、纸张　　六、电子　第二节　古典文献的传抄
方式　　一、从口头传说到书面传抄　　二、古典文献传抄的时代性　第三节　古典文献的类型　　
一、总集　　二、别集　　三、单行文献　　四、丛书　　五、工具书　关键词　　思考题　练习题
　进一步阅读文献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目录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一、目录的定义　　二、一
书目录与群书目录　　三、“目录”一词的异名　　四、“目录学”的名义　　五、目录学的兴起与
发展　第二节　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　　一、书名　　二、叙录（解题、提要）　　三、类序　第三
节　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　　一、《七略》创始的“六分法”　　二、《七志》与《七录》的“七分
法”　　三、由《中经》到《隋书·经籍志》：“四分法”的确立　　四、经史子集四部概述　　五
、不守四部成规的其他分类法　第四节　古代目录书的类别　　一、国家图书目录（官修书目）　　
二、史志目录（附国史艺文志、补史志）　　三、私家目录　　四、丛书目录　　五、其他目录　第
五节　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第三章　古典文献的版本第四章　古典文献的校勘第五章　古
典文献的辨伪第六章　古典文献的辑佚第七章　古典文献的标点第八章　古典文献的注译第九章　古
典文献的检索第十章　出土文献的整理主要参考文献第二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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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古典文献的类型　　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如果不加以分类，人们在阅读和查找过程中就会
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分类，分多少类型，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献学家根据他们对古典文献内容及其学术性质的理解，进行了一些分类，形成了以《汉书
·艺文志》为代表的六分法（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和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
的四分法（经、史、子、集）。
今天，随着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发展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学者们对古典文献的类型又产生了一些新的
分类标准和分法。
　　如果以文献产生的方式为标准来划分文献类型，则可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
文献作者直接记录自己的思想成果而产生的原始文献叫做一次文献，如个人论著、作品等。
二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整理加工后而产生的文献，如目录、索引、文摘等。
三次文献是利用二次文献，对一次文献进行分析、综合、研究而产生的文献，如综述、述评、研究动
态、辞典、年鉴等。
　　如果按文献的传播形式来划分，则可分为独立文献和集合文献。
一首诗、一篇散文、一部小说、一本专著等，开始通常都是以独立文献的面貌出现。
为了便于保存和流通，人们把一些零散的独立文献编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别集、总集、丛书一类的集
合文献。
独立文献是文献的最基本形式，集合文献是对独立文献的加工、整理和按一定的体例重新编排。
　　有的学者认为，按载体和书写手段对文献进行分类，反映的是文献的外观形式。
如果从文献的性质和作用方面来加以区分，则可将文献分为记录、抄纂、编述与著作四大类。
　　有的学者认为，要避免分类的重复，应该按照文献的编纂体裁来分类。
他们把古典文献分为九类：理论著作、史书编著、典制政书、地理方志、图录表谱、档案文书、总集
别集、丛书、类书等。
　　我们认为，各种分法都有其合理性、适用范围及局限性，其实，它们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补充。
考虑到本教材使用的对象主要是中文专业的同学，这里的分类侧重于古典文学文献。
根据古典文学文献的编写体制、出版形式和流传方式的不同，兼顾中国古典文献的分类传统以及便于
今天学习的实践原则，我们重点介绍以下几种类型的古典文献。
　　一、总集　　总集是汇集两人以上的作品的合集，它可以包括一个朝代（断代）和多个朝代（通
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种体裁和多种体裁的作品。
一般说来，古代的总集多为诗、文的合集。
　　公元前6世纪编成的《诗经》，在今天看来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不过，在传统的文献分类中
把它列入“经部”。
西汉刘向编集的《楚辞》，被有的学者看作是“本总集之始”，但实际上在传统主流文献分类中被单
独作为一个类别列入集部之首，而不把它看作是总集。
“总集”的名称起源于南朝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序目》。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编过一个总集“建安七子集”，当时就没有怎么流传。
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早期影响较大的诗文总集是晋人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
《隋书·经籍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
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文章流别集》后来也亡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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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商品有两种封面，随机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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