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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

内容概要

正史艺文志是了解一代文献典籍的重要资料，创始于东汉班固据刘歆《七略》而编撰的《汉书·艺文
志》，这部史志目录基本上保留了《七略》所反映的当时国家的藏书情况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概况，它
也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目录学著作，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汉以后，自东汉、三
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代，由于政权更迭，社会动乱，图书散佚情况严重，导致这六百年间各正
史中都没有编撰记载国家图书藏书情况的艺文志。到了唐代，由魏征等人对唐代以前的文献典籍做了
一次系统整理，编成了《隋书·经籍志》。该志也是继《汉书·艺文志》后最为重要的一部正史艺文
志。在这之后，又出现了几部正史艺文志，如著录唐代藏书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
志》，反映宋代图书情况的《宋史·艺文志》和著录明代图书著述概况的《明史·艺文志》。但是，
在此期间的其他几部正史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都因种种
原因没有编撰艺文志。因此，在二十四史中，撰有艺文经籍志的只有6家，其余正史艺文志都付之阙
如，造成典籍记载的断层：为弥补这一缺失，后人遂陆续对正史艺文志进行补编。系统地对我国正史
艺文志进行补撰、考证的工作兴起于清初，兴盛于嘉道之后，这一学术风气一直绵延至民国初年，历
经百年而不衰。目录学家这一系统巨大的工作，对我国文化典籍遗产的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我国
两千年来的史志目录体系得以完整。不仅如此，正史艺文志补撰过程中所总结和积累的文献著录方法
对当前的书目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整理和研究补正史艺文志是目录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
课题之一。今天，我们回溯这一目录学发展过程，总结补史艺文志工作的特点和价值，无疑是一件十
分有意义的事。
    补史艺文志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以往学者对补史艺文志的研究仅仅概括性地
介绍了补史艺文志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补史艺文志的价值，或者仅对某一朝代、某一位目录学家所编
撰的补史艺文志著作进行分析探讨，综合深入地研究补史艺文志的几乎没有。其实，补撰正史艺文志
的工作时间跨度大，产生的成果丰富，王重民先生在《普通目录学》中评价它们“造成了一个小小的
目录学的流派”。因此我们既需要从宏观上全面、系统地把握补史艺文志的发展概况，同时又要对补
史艺文志的类型、图书分类特点、体制结构等方面进行微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挖掘补史艺文志在目录
学及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大价值。《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即以此为切入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加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拟将补史艺文志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分为创始、形成、发展、鼎盛和收尾5个
阶段，并从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学术思潮等方面分析了补史艺文志从形成到逐渐繁荣直至
衰落的原因。随后对清代以来形成的几十部补史艺文志的不同类型做了归类，同时对补史艺文志在分
类体系与类目设置方面的特点、补史艺文志的著录体例包括序言、著录项目、小注、提要的内容和特
点以及补志的价值与不足等几个方面对清代至民初形成的补史艺文志讲行系统的分析和整理。
    《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由伍媛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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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

书籍目录

内容提要
引　言
第一章 补史艺文志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原因和条件
　第一节　补史艺文志产生发展的过程
　第二节　补史艺文志产生发展的原因
第二章 补史艺文志的种类
　第一节　据补史艺文志与原著的关系划分种类
　第二节　据著录对象划分种类
第三章 补史艺文志的分类
　第一节　补史艺文志以前的分类方法
　⋯⋯
第四章　补史艺文志的体制结构
第五章　补史艺文志的学术价值及其局限
结语
参考文献
附表
后记

Page 3



《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

编辑推荐

伍媛媛编著的《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系统地总结了自清代以来补史艺文志工作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
原因、补史艺文志的类别、分类体系、体制结构及著录方法，并分析总结了补史艺文志的文献学价值
和学术价值，对研究补史艺文志的读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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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

精彩短评

1、虽然显得薄了些，在材料搜集上还有缺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整体的研究还不错，特别是本
来研究这一块的人比较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2、主要价值在于梳理和抛砖引玉，博士论文这样写，首先在参考文献上就有点说不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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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

精彩书评

1、总的来说，清代补史艺文志能挖掘的东西确实不多，难为作者写了25万字。读了两遍，有几个意见
：1.作者似乎只是读过姚振宗的部分著作，没有读完全部，整部书只是拿姚振宗来说事，其他人只是
陪衬，而且姚振宗也没说清楚。2.复杂问题简单化，补史艺文志的发展不是一条线，分类也不是越多
就一定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来所补史的特点就不同，哪能简单的一个角度就概括完。3.断句
错误低级。151页，“（王俭）尚宋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解褐......”驸马和都尉能分开吗？这样断后
面说得通吗？读过《资治通鉴》不？公主那里也该断一下吧。作者的这种引文我都不敢相信。4.罗列
现象而不研究，第二章分两节，每节从两个角度说出不同的分类方法，然后就戛然而止了，凑字数的
感觉。5.三、四两章倒是能够看出作者确实看了一些书，将这些教科书里的将目录的章节硬套到补史
艺文志里，有许多程式化的结论，一看开头就知道结论是什么了。6.阅读狭窄，不仅补史艺文志没有
好好地读上几部，而且也不读读相关的正史或是乾嘉的史学著作，立论缺乏支撑。08年的毕业论文，
参考书目到05年为止，12年出版，这期间有一些新的论文、著述并没有加进去。这篇论文知网上没有
，最后是在万方上找到的，整体结构和内容与当初的几乎一致。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补志的搜集比较
全了；有些论点如辑录体、考证与辑佚的关系确实是有见地。只是未能充分展开叙述。此书从此传世
，定会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估计也不会再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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