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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籍校勘说略》共收文三十八篇，其中“研究编”十篇，“相关知识编”六篇，“新刊古籍评
介编”二十二篇，都与古籍校勘有关。
其中包括说“校勘”与“校对”—谨以此文祝贺来新夏先生八十华诞、说校勘四法、论“择善而从”
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古籍的注释及今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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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研究编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说“校勘”与“校对”—谨以此文祝贺来新夏先生八十华诞说校
勘四法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古籍的注释及今译关于古文今译古代史书的整理与审读宋
至清历朝官方古籍整理考略谈古籍的标点及其他整理或影印古籍要注意保留原书的序跋等附件相关知
识编版本学目录学校雠学校勘学再说校勘学三通学新刊古籍评介编《金史纪事本末》出版说明《辽史
纪事本末》出版说明《宋刑统》宋代社会矛盾的缩影——《名公书判清明集》《靖康稗史笺证》评介
关于《汉书?昭帝纪》中的一个句读博采众长详而不滥——读点校本《唐律疏议》“曹子整”探微茫茫
书海费搜寻 为注清波苦用心——读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从“段得景”想到的说点校本《云麓漫钞
》说点校本《汴京遗迹志》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点校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出版三代学人的劳动
结晶——读《大金吊伐录校补》读点校本《杨园先生全集》《南部新书》点校商兑读《东京梦华录笺
注》札记读书献疑毫厘之间的思考《儒学警悟》影印说明《知不足斋丛书》影印说明《藕香零拾》影
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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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一 什么是古籍　　谈到古籍整理，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是古籍？
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要把它讲清楚却不十分容易。
不错，古籍，简言之，就是古代的典籍。
但这个“古代”包括的时限如何？
它的上限起于何时？
它的下限如何确定？
这些都颇值得研究。
即以古籍的时间下限而论，目前至少有三说：一是一八四0年说，二是一九一一年说，三是一九一九
年说。
持第一说的同志认为，鸦片战争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篇章，故鸦片战争以前的典籍应称作古籍，鸦片
战争以后的书就不应称作古籍了。
持第二说的同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故辛亥革命前的书可称作古籍，辛
亥革命以后的书便不应称作古籍了。
持第三说的同志认为，“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文化的分水岭，故“五四运动”以前的典籍应称古籍
，“五四运动”以后的典籍便不应称作古籍了。
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取呢？
笔者认为，古今典籍的分界，既和历史的分期有联系，又和历史的分期有区别。
说它有联系，是因为，一定的文化，毕竟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反映；说它有区别，是因为
，一方面，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反映这一新社会制度的新文化，必然要孕育于旧的胚胎之中，另
一方面，旧的文化，亦不能随着旧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消失而立即消失。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以为，我国古今典籍的分界，应该包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整个的历
史时期。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随着中国人民的不断觉醒和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古今文化便渐渐有了明
显的区别，大体到“五四运动”以后，新的文化便占了主导地位。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五四运动”以前的典籍都是古籍，因为这显然忽略了我国自鸦片战争
以后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思想方面所起的新的变化；然而，我们也不能仅仅认为鸦片战争就是
古今典籍的分界线，因为这同样忽略了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新旧文化长期并存的事实。
勿庸讳言，在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典籍，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属古籍的范畴。
因此，要认真找出我国古今典籍的分界来，重复地说，这个分界只能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
一整个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相当一部分典籍似属古籍，也有相当数量的典籍可并入“今籍”，这需要从内容到形
式作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
笔者以为，这种新旧交错的现象，是符合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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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籍校勘说略》可视为我们在中华书局出版之《籍海零拾》的姊妹篇。
古籍校勘是一项艰难、复杂的文化工程，在我们这个有五千多年文化积累、古籍浩如烟海的文明大国
，这项工程尤其显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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