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

13位ISBN编号：9787547507298

出版时间：2014-10

作者：陈正宏

页数：2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

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一部探讨东亚汉籍版本学的著作。论题涵盖前现代时期中、朝、越、琉、日五国汉籍，并十
分注重其关联性。书中既有对各国汉籍版本鉴定方法的系统梳理，也有对东亚地区套印方式、活字交
流等具体问题的细致考辨。作者提出的东亚汉籍版本分层理论和“小交流圈”概念，为古籍版本学研
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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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正宏，祖籍浙江海宁，1962年生于杭州。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
究所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全国
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法国亚洲学会会员。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文学文献学、美术文献与
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沈周年谱》、《史记精读》等，主编《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沙畹文库汉
籍善本图目》，与人合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琉球王国汉文文献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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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以印本为中心
东亚汉籍印本鉴定概说
雕版研究在东亚汉籍版本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所见中日汉籍书版的比较为中心
宋本书根字纵题杂考
从写样到红印——《豫恕堂丛书》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
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
东亚出版文化中越南本汉籍的意义——以两种日本藏越南本为例
越南汉籍里的中国代刻本
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以印本的字体和色彩为中心
琉球本与福建本——以《二十四孝》、《童子摭谈》为例
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朝鲜铜活字本《史记》初探
中国早期金属活字印本散考——以三种明弘治间无锡华氏会通馆印本为中心
乾隆庚戌辛亥朝鲜燕贸活字考——兼探朝鲜著名活字“生生字”及《生生字谱》之来源
红与黑：汉籍套印本里的穿插之美
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
套印与评点关系之再检讨——以几种东亚汉籍双色印评点本为例
附录：琉球故地访书记
论文初出、外译及增订情况一览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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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赠书了，后记还感谢我。可我啥也没做啊？真是愧不敢当！
2、页14有朝鲜谚问译本附汉文原文《红楼梦》书影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
3、实际是论文集，但串在一起并不违和，非有过人的见识与视野写不出这样的著作。
4、陈先生的学问，听朋友说过很多。读了这本书，才有更直观的感受。前面有关东亚汉籍版本的文
章，高屋建瓴，可惜我并不涉及相关研究。个人最受启发的是《从写样到印红》《从单刻到全集》《
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三篇。
5、新见迭出
6、如此精彩
7、先膜后读
8、彩图极多，内容美富，对于一个版本学的门外汉来说（仅有的一点版本学知识来自黄永年《古籍
版本学》）真是大开眼界。就我自己所思考的问题而言，《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最能
引起我的兴趣，做硕论时也思考过姚鼐诗类似的问题，对于清代诗文研究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带有普
遍性的问题。除单刻之外，作家手稿真迹（包括影印本）以及其他资料中作保存的诗文早期面貌（譬
如友朋别集中所附唱和之作、日记中保存的作品等等）也是考察这一问题的宝贵资料，部分手稿或其
影印本资料甚至保存了其修改的痕迹。当然，这一问题并不始于清代，唐宋时已有相关的记载或者删
改作品的资料，浅见洋二近年来的一些论文就以此为题，我个人在博论中也做了一点探索，值得深入
的地方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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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19日的第10版汉籍版本之学，迄今三变。其初诸家就闻见所及
，记录细节特征，较异同而考源流，是为札记时代，以传统书目题跋为代表。后受现代科学影响，辨
明概念，条比义例，构建理论框架，是为教科书时代，以各种“版本学概要”为代表。今则开拓视野
，精确还原，在深入分析新见个案的基础上探讨未来的研究路径，是为技术史时代，陈正宏教授的《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当可视作第三阶段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初探》的学术
价值，首先在于跨越版本学研究中的国别界限。其既可用中国印本来解释他国印本的版本特征，如《
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以印本的字体和色彩为中心》，也可藉他国印本来印证中国印本的演变轨迹
，如《宋本书根字纵题杂考》，而《越南汉籍里的中国代刻本》、《琉球本与福建本——以〈二十四
孝〉、〈童子摭谈〉为例》等文则充分证明国家的界限并未阻断出版行业的交流，以“小交流圈”（
相邻地域）为单位来研究汉籍印本，所得之结论往往比局限于一国的研究更为准确。在版本学研究中
超越国家的界限，不仅有利于个案问题的解决，对于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来说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于东亚各国密切而复杂的历史关系，以何种态度看待存在于各国的版本材料，常常成为横亘在学者
面前的不便明言又不能忽略的关键问题。“天朝上国”式的固步自封当然应该批判，为彰显邦交友好
而刻意强调异国印本价值的陈述也是空洞乏味的，《初探》则为我们揭示了正确的道路：就书论书，
一切以满足研究需要为准绳。全书所引用的大量版本史料，无论是得自中国还是域外，其间均紧密关
联，对问题的解决来说必不可少，而无生硬拼凑之嫌。它向读者传递了一条重要的原则：一国汉籍的
文献价值之高低，与其国家的大小强弱绝无关联，我们研究某国汉籍的版本，并非要凸显自己眼光的
广阔，而是因为它确实有助于探索许多过去未得确解的真问题。这种平和而客观的态度，才是对邻国
历史最好的尊重，也终将使版本研究收获丰盛的成果，正如《初探》所展示的那样。研究方法的创新
，是《初探》的另一个亮点。汉籍的版本学大致可分为文本版本与实物版本两途。过去研究者多侧重
于文本版本的考察（主要是校勘异文），但由于印本流传的复杂性，仅靠文本比对所得出的结论不免
出现逻辑上的破绽，比如有学者曾提出以作者所见书校作者所著书的研究思路，持论甚高，践行则难
，因为从文本角度出发无法指实作者所见书为何本，当然也就不能实现以所见书校所著书的目的。《
初探》则主要致力于实物版本学的研究，将相对抽象的版本概念具象化为明确的特定的实物材料，然
后通过对实物材料版本特征细致入微的考察，还原其形成过程的真相，或提出合乎逻辑的推论。这种
研究方法虽然在搜集材料时要花费极大的心力，但一旦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便近乎铁案，几无被推翻
的可能，如《宋本书根字纵题杂考》模拟书根题字验证其与装帧形制之关系、《从写样到红印——〈
豫恕堂丛书〉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利用各阶段印本推衍当时刻书的刊印过程
。类似的精彩案例在《初探》中还有许多。传统的汉籍版本学，以文本比勘为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
涉及实物层面的考察，但这种观风望气式的考察在今天看来仍然较为粗疏、偏于主观。《初探》的实
物版本研究与前人相比，则呈现出科学化、精密化的转变。集中所引用的版本材料，无不详注来历、
数据，配合图像加以说明，故其推论之过程、所得之结论，读者皆可反推覆核，绝无模棱两可之弊。
而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正是文献学者与现代科学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平等对话的基础条件之一。纵
览《初探》诸篇，行文皆明白畅达，材料则泰半公藏，却一篇有一篇之新解，且其理论价值不止于版
本一门。在学生们常常抱怨选题艰难、创新不易的今天，《初探》无疑具有更深层的现实意义。如何
用易于理解的形式发表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学习与积累固不可少，然而更重要的是
对研究对象（东亚汉籍）保持尊敬和兴趣，而非功利地将其物化为写论文的辅助工具。古人常谓善本
如有鬼神呵护，当然不免迷信色彩，但在我们看来，汉籍真是有灵性的东西，只要对其倾注感情，总
会在书与人之间发生一些奇妙的互动，指引研究者发现并解决新问题。《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朝鲜
铜活字本〈史记〉初探》结尾所说的“传奇中的传奇”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初探》的编纂还有一
个很有趣的特点：所收论文虽然都是独立成篇，且发表时间先后不一（早至2005年，晚至2014年），
但论文之间常常可见观点、材料的关联之处，如《套印与评点关系之再检讨——以几种东亚汉籍双色
印评点本为例》、《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中关于《芥舟学画编》版片的探讨，
又如《东亚出版文化中越南本汉籍的意义——以两种日本藏越南本为例》、《宋本书根字纵题杂考》
中所涉及的书根题字的问题，都使读者有触类旁通之感，阅读时竟仿佛生出看连续剧追寻线索的乐趣
来，这大概也可算作论文结集出版的意外之喜吧。任何学术著作都不能臻于完美，《初探》亦然。笔
者拜读受益之余，也感觉到些许遗憾。一是讨论套印的部分篇章在破解旧说后未能进一步发挥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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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看得兴起时戛然而止，对读者来说不免“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惆怅，二是关于实物版本的探索已做
得如此精彩，对其在文本版本学中的应用却着墨甚少，亦极可惜。笔者跟随陈正宏教授访书时曾听其
谈到藉印本早晚之判断显著提高文本校勘效率的方法，可见未来关于实物版本与文本版本的结合研究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的革新。书题《初探》，顾名思义，再探、三探亦不远矣，世有好旧籍如余者，
当日日引领而望之。
2、其实没啥要说的，因为要说的实在太多了。这本书里面值得注意的知识点极多，按道理应该再仔
细看一遍消化一下，但还没有下决心来看。因为我害怕被它拉走⋯⋯⋯⋯⋯⋯现在手头没做完的事已
经很多了，不能再节外生枝了。总结一下，视野极其宽阔，是不同于别的版本学方面著作的一部好书
。说实话，一般来说，熟人的书我很少推。说好吧，有时候难免违心；说不好吧，那不是作死的节奏
么！而这个书，却是来主动推荐。确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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