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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文献研究丛书》是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这个项目旨在反映我国当代部分学者研究我国重要古籍所取得的新成就。
　　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其整理研究工作也源远流长，历代都有贡献。
尤其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由于在各个时代反复进行整理和研究，所以已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
但由于这些古籍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个时代的学者又各自立足于他们的
时代，带着各具特征的学术视野、观点与方法来进行再认识；所以，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虽然一再重复
，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重复的工作在整体上却具有推陈出新、步步深入的特点。
是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得到创造性传承的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进程。
这样的进程显然在将来也要继续下去。
　　前些时候，围绕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曾有过激烈的思想论争，通过论争也取得越来越明确
的共识。
那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越是
对外开放便越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熏陶能够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国作风
与中国气派的养成，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工程中，对于重要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因为这些重要古籍事实上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们不但传承悠久，而且从古至今都有深刻的社会影响
。
因此，我们站在自己的伟大时代，完全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原则，进一步认清
这些古籍的本来面目，并更为科学地评估它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古文献研究丛书》的作者，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中青年学者。
这些学者都受过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广的认识，并
在各自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提高了关于中国古文献学的造诣；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也对各种外
来的学说和研究方法有所了解或吸收。
因此具有在学术上反映时代特色并继往开来的潜力。
但由于本丛书是属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研究项目，因此各书的内容仍以对古文献的考证
为主而兼及其它论述。
各书的研究形式并不一致，除多数为专书研究外，也有专题研究与论文集。
但在学术质量方面则有统一的要求，即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学术观点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广泛掌握实际材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
由于各书都以考证为主，因此所有作者不管在研究中吸取什么新的方法，都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朴
学”的谨严作风，以实学为前提，对所有结论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力戒浮官臆说。
绝不故弄玄虚。
　　本书的重点在于下编。
上编四章只是对《春秋左传》学中几方面必须说明的问题作介绍或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妨视之为下编
的准备。
　　本书的原始材料主要利用《四库全书》和清朝人编的三部“经解”，当然，大多也只能泛读而已
。
至于近人的研究成果则比较分散，只能就力所能及作搜集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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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玉成，1932年生。
1955年毕业于大学中文系，历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华书局编辑、文物出版社编辑，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左传译文》、《左传选择》（选注）、《南北朝文学史》（合作）、《韩非子选注》（合作）
及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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