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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中国文献学》，编列文集为第十卷。该书既是作者编著的一部高校教材，也是作者建构综合性
通论文献学理论的尝试。作者认为，《中国文献学》不是传统文献工作产生的分支文献学，即目录学
、版本学、校勘学等的叠加，而是20世纪产生的一门综合型的文献学新兴学科，它的理论建构还在探
索之中。该书重新定义文献，指出：“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
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等，均为文献。”文献学应以一切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也就是包括
古今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新理论。全书十二章，前十章以20世纪传世的古文献和新增的历史文献为对象
，考察它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四个方面的内容，别具一格。第十一章为本
次入集时所增，从作者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中移来。本章补充论述中国文献学发展的历史与成
就，回照全书。《中国历史文献学》是本书《中国文献学》的前身。读者对照两书的目录，可以领略
作者建构中国文献学理论探索的足迹。第十二章继续探讨文献学理论的架构。书后两个附编。附编一
，典籍评介四篇，为相关的文献研究。附编二，收录作者主编三部高校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中
国历史文献学》、《史记教程》的前言，从一个侧面记录作者致力于教材建设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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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大可，1940年生，重庆长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
教授、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和秦汉三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个人学
术专著8部，主编论著10余种，其中5种论著获全国及省级社科优秀图书奖。主要论著有《三国史研究
》、《三国史》、《史记研究》、《史记全本新注》、《史记文献研究》、《史记精言妙语》、主编
《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记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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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贵并无新意。
教材嘛～
果然学校图书馆进不了什么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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