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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献学的范围，包罗本广。
从过去两千年间的中国学术界来看问题，不独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是整理文献，即如郑玄遍注群
经，也是整理文献的部分工作；司马迁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大著作，也是他整理文
献的丰硕成果。
下迄有清一代考证之学，超越往古。
专门名家，以敷百计；专门著述，乃至汗牛充栋。
如果以史家的眼光去估计他们的成绩，也不过是替我们整理了一部分文献资料而已。
梁启超所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谈到“清初史学之建设”时，便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
都重视史学一一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这却把文献学看成了广义的史学，内容自然是很丰富的。
所以我们整理文献，绝不可局限于校勘、注释几部书便够了，而要担负起的任务，却大有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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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舜徽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留下大量论著。
他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干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
年。
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
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韦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
中年以后，各有所述。
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着》；集录治周秦诸子
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
《清人笔记条辨》。
而乎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
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赳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
，以诱启初学。
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
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
》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
”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显先生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
他的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公认的国学大师，更是华中师范大学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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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人用文字记载思想语言和生活活动的痕迹，由于所用工具的简单和记载方式的烦难，自然所记载的
文字不能很多，甚至于不能尽情达意。
这不是我们祖先有意识地要写成高古深奥的文字来困厄后人，而是当时物质条件的粗糙所决定了的。
我们今天研究几千年前留存下来的甲骨、铜器文字以及一部分可靠的书本材料，都应该用这种看法去
对待它。
时代愈早的记载，文字愈简少，这是古代文献中的一条通例。
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便是字字实用，绝少虚词语助。
像后世常用的“之”、“乎”、“也”、“者”一类的字，是没有的。
这自然是使人难懂的主要原因。
加以古代文字的形体、音读和含义，都和后世不同，其中又杂人了远古的方言，更不是后人所易理解
。
后人想要从这裹面了解其记载内容，便全靠有得力的注解，才能将古代语言文字，读成今日的语言文
字。
这种工作十分重要，对后世的贡献也最大。
古人称这种工作叫做“训诂”，称其书为“传”为“注”以及其它名目。
清代学者陈澧在妖东塾读书记》卷十一，说得很好：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
相隔速，则言语不通矣。
地达则有翻译，时速则有训诂。
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郝；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莫。
这个比喻很恰当。
今人研究远古文献，而必仰赖训诂，正和不懂外国语言文字的人，要与国际友人谈话，必须依靠翻译
，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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