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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要籍概述》

内容概要

《史部要籍概述》内容简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
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不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和重要文化遣产，也成为人
们了解和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依据之一。此后历代王朝几乎都
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国家典藏图书的整理和书目的编制，广大知识分子也不断分散进行着对文献典籍
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古文献学的
理论、体系和内容、方法，形成了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化史等
为中心的知识体系，而这些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也就成为人们阅读、理解古代典籍与研究探索古代学术
文化所必备的知识基础。 
《史部要籍概述》主要介绍了纪传史；编年史；纪事本末；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政书；
地理；碑刻；书目；史评等有关史籍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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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要籍概述》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分类第二节 体例第一章 纪传史第一节 总说第二节 二十四史第三节 二十四史分述第四节 
二十四史辅助书第五节 别史第二章 编年史第一节 早期编年史第二节 资治通监第三节 资治通监续书第
四节 通监纲目第五节 起居注与实录第三章 纪事本末第一节 通监纪事本末第二节 纪事本末体其他要籍
第四章 杂史第五章 载记第六章 传记第七章 诏令 奏议第八章 政书第一节 三通第二节 会要第三节 会典
第四节 法律第九章 地理第一节 总志第二节 都邑第三节 时令第四节 山川第五节 游记第六节 外纪第十
章 碑刻第十一章 书目第十二章 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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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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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要籍概述》

精彩书评

1、黄永年先生的书有一个特点：老实。展开来讲，就是对于自己在行的东西，多心得之谈；对于自
己不在行的东西，不轻易发表意见。这种写法的好处，在《唐史史料学》、《古籍版本学》等书里面
看得很清楚；这种写法的坏处，在这本书里看得很清楚。第一个问题：食而不化。《史部要籍概述》
是古文献学专业的基础教材。学者写教材，往往有个尴尬。因为多数学者都有专门的研究领域，而教
材则需要涵盖各个领域。这样一来，写自己熟悉的领域，容易有心得；写不熟悉的领域，难免东抄西
抄，泛泛而谈。对于这一点，黄永年是毫不避讳的。他在本书绪论里说：“专著论文应讲自己的东西
，不能用人家的来充篇幅。教材则本应充分容纳有价值的成说”。这个观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本书评介史部要籍时，引用《史通·古今正史》、《四部提要》、吕思勉书、顾颉刚书、王树民《史
部要籍解题》、柴德庚《史籍举要》六家旧文特多，往往是列一本书，就开始引用旧文，不下一字按
语。全书引文应该占总字数三分之二以上。这种做法固然老实，但语言风格差异过大，引用旧文细大
不捐，让人不胜其烦；何况有些地方引用也不见得恰当，难免给人消化不良的感觉。第二个问题：介
绍轻重不均。黄永年先生所长，在版本学。所以本书于各书版本介绍特详，另于各书的成书经过也讲
得极其细致。但是对各书的基本内容、使用方法和价值，却只偶有心得之语，多数寥寥带过，甚至于
很多书付之阙如。譬如“地理”类的《括地志》，只介绍了作者、成书经过、亡佚和辑佚的情况（这
些也应该属于广义上的版本学范围），对全书内容竟无一字提及，叫初学者如何入门？第三个问题：
精于唐史而疏于其他。黄永年先生所长在唐史，对于其他朝代，则难免鞭长莫及。譬如介绍《通典》
，他说：“今天从史料角度来看，这书隋以上多采自纪传史和经子古籍，没有特殊的价值。”此语大
不然。《通典》所采隋以前的史料，多有今天已经亡佚而仅见于《通典》者，是辑佚的渊薮，应该为
汉魏晋南北朝研究者所珍视，岂能说“没有特殊的价值”？又：本书在“地理”类的“都邑”一目收
其高徒辛德勇先生的《隋唐两京丛考》，护犊之情拳拳可见，却未免自乱其例。史部要籍，还应以收
古籍为主；辛先生的大作当然水准极高自不待言，但也应该排不到四九年以后一人而已的地步吧？倘
若如此，为何其他史学著作不收，而独收辛氏？事实上，本书所收近人、今人之作，不止辛氏一种。
如前此王仲荦、唐长孺、周祖谟、周绍良等，很多。但惟独于辛氏条目下做一番解释，则虽内举不避
亲，而未免仍嫌底气不足。总之，教科书之作，不避作者是面面俱到的大师，但一定要有兼听则明的
心胸、去取别择的眼光。黄永年先生眼光精准，月旦人物最为到位，这是不消说的。但对各家成果的
兼容并蓄难免稍嫌不足，对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吸纳不够。所以本书较之其《唐史史料学》的游刃有余
则欠精深，较之其《目录学讲义》（《古文献学四讲》之一）的信手拈来则略显左支右诎了。常州秦
某于五斗斋癸巳秋日又：本书错别字、标点问题比较大，校对不仔细。如《唐律疏议》条，竟把《笺
解》作者刘俊文的名字写成刘後文。例多不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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