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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主要著作有《禅与诗学》(1992、1995
、2008)、《钟嵘诗品研》(1993、1999)、《全唐五代诗格校考》(1996、2002)、《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
法研究》(2002)、《东亚汉籍研究论集》(2007、2011)、《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2007)、《作为方法
的汉文化圈》(2011)等，主编《中国诗学》、《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Page 3



《域外汉籍研究入门》

书籍目录

目次

第一章 导言
一、域外汉籍的定义
二、域外汉籍的研究范围
三、域外汉籍研究史简述
四、域外汉籍的意义
五、域外汉籍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总说
一、工具书
（一）目录
1. 朝鲜—韩国部分
2. 日本部分
3. 琉球部分
4. 越南部分
（二）年表
（三）辞典
1. 综合
2. 朝鲜—韩国
3. 日本
（四）网站
1. 韩国
2. 日本
3. 越南
4. 美国
5. 台湾
二、资料集
（一）经部
（二）史部
1. 正史
2. 编年史
3. 纪事本末
4. 别史
5. 传记
6. 古文书
7. 政法
8. 地理
9. 外交
10. 书目
11. 金石
12. 史料汇编
（三）子部
1. 儒家
2. 释家
3. 杂家
4. 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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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艺术
6. 类书
（四）集部
1. 总集
2. 别集
3. 诗文评
三、杂志和会议论文集
（一）日语杂志
（二）汉语杂志
（三）会议论文集

第三章 实例
一、考证
（一）真伪
（二）作者
（三）校勘
1. 对校
2. 本校
3. 他校
4. 理校
（四）补遗
二、专书
（一）佛教
（二）儒学
三、专题
（一）目录学
1. 王室书目
2. 地方书目
3. 私家书目
4. 史志书目
（二）史学
（三）文学
四、综合
（一）书籍交流
1. 据书目以考
2. 据史书以考
3. 据日记以考
4. 据文集以考
5. 据诗话以考
6. 据笔记以考
7. 据序跋以考
8. 据书信以考
9. 据印章 以考
10. 据实物以考
（二）文化意象
1. 起源与定型
2. 嬗变的类别
3. 嬗变根源之探讨
（三）唱和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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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征
2. 反响
3. 意义

附录 阅读及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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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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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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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逻辑混乱。
2、张老师的书很好，研究域外汉籍着实要看看
3、域外汉籍这个题目太大了，人各得一隅。着墨较多的还是朝鲜时代的诗文研究，无爱⋯
4、第三章中“文化意象”部分仍举“骑驴问题”为例，看来确系张老师的得意之笔啊⋯⋯
5、还是对这一块好无感哟
6、张师赠书。
7、度人金针
8、很好的书，很有帮助的好书！
9、张伯伟教授虽然主持着域外汉籍的研究工作，但他的用心显然不仅仅集中于那些图书馆里沉睡的
旧书本，更多的是对中日韩三国在历史演变中的世道人心、诗道文心，这是一个浩渺的研究旨趣。当
然，书里最有趣的还是那些细节，比如，中国的亡羊补牢，到了朝鲜就成了亡牛补牢。总体感觉，作
者对韩国的熟悉程度胜过日本。
10、我也是醉了，读研的时候读不下去，今天晚上刷刷读完而且觉得好简单，这两年究竟是在进步还
是退步⋯⋯
11、很好的入门书。
12、对于域外汉籍，文献才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大同小异！
13、張老師本身對越南還是缺乏涉獵⋯⋯
14、很有意思。
15、基础书目，还没看，应该不错！
16、条理清晰，入门首选。
17、作者用功的主要是韩国方面的文学文献，对我来说几乎没有帮助。建议书名也做适当调整。
18、这个方向很感兴趣，留着以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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