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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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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和重要文化遗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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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使用语言、文字的习惯渐有
差异，历代的典章制度又时有变化，后人阅读古人的文献典籍曰渐困难，需要对古代文献典籍加以训
解和阐释，而社会上抄存流传的文献典籍也需要有人加以整理编集。事实上孔子对《六经》的整理，
便是最早的较系统的古籍整理工作，而西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对群书的校勘，更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文献典籍整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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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国建立后，为了继承和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国家于1958年开始筹划建立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学
科与专业，并于工959年在北京大学设置了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工983年随着国家经济文化事业的发
展，各地大学纷纷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及古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专业除北京大学外又增加了杭州大学
（现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三家，形成了四个培养古文献学本科生的基础专业
，数十所大学建立了古文献（或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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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子部要籍概述》中具体包括了：
周敦颐张载邵雍、唐及唐以前人考证、志怪和传奇等内容。《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子部要籍概述》由黄永年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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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分类沿革
第二节 撰述体例
第一章 先秦诸子
第一节 儒家
第二节 墨家
第三节 法家
第四节 名家
第五节 兵家
第六节 道家
第七节 杂家
第二章 汉魏以下议论
第三章 理学
第一节 周敦颐张载邵雍
第二节 二程朱熹陆九渊
第三节 王守仁
第四章 考证之学
第一节 唐及唐以前人考证
第二节 宋明人考证
第三节 清人考证
第五章 法律
第六章 军事
第七章 农艺工技
第八章 医药
第九章 天文算法
第十章 术数
第十一章 谱录
第十二章 艺术
第十三章 小说
第一节 志怪和传奇
第二节 话本
第三节 章回小说
第十四章 佛道
第一节 佛教
第二节 道教
第十五章 杂抄
第十六章 类书
第十七章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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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清人考证关于清人的考证之学，当年吕思勉先生讲授时在黑板上写过几段简明扼要的话，对理
解此学问很有帮助。即：“考证之学之初兴，不过厌宋学末流之空疏，务‘多读书’、‘求是’而已
。其风实起自明世。专务博学者，如焦浓、陈第等是也。兼讲经世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
是也。诸人不但不排斥理学，且于理学入之甚深，但在讲经学时，不肯墨守宋人之说而已。降及清代
康雍之间，尚系如此。后人称为‘汉宋兼采派’（见《四库书目》）。至干嘉时，学者乃专务‘搜辑
’、‘阐发’汉人之说，于宋儒之说，置之不议不论之列。至此，乃成为纯粹之汉学，为清代学术之
中坚。”“汉学家之功绩，在（1）通训诂，（2）勤校勘，（3）善搜辑，（4）精疏证，故使古书之
误者可正、佚者复见、古义之晦者复明。（5）而其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之精神，于学者裨益尤大。
惟其人无甚宗旨，内而身心，外而社会，皆非所措意。故梁任公谓为方法运动，而非主义运动也（见
所著《清代学术概论》）。”“汉学家人物甚多，难徧疏举，曰人某分为皖、吴两派，章炳麟采其说
，大致是也。皖派当以戴震为巨擘。近人多称道其《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之说，以余观之，此
说并无足取⋯⋯皖派之伟绩，在长于小学。其巨子为段玉裁及王念孙，段为精治《说文》者之始（清
之治《说文》者，并非专于《说文》一书；乃以《说文》为中心，而旁及其它字书），王则精治古人
文法之始也。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又为王之支流余裔。吴派当以惠栋为大宗。此派之伟绩，在
长于搜辑及疏释。如余萧客（《古经解钩沈》）、王鸣盛（《尚书后案》）、陈乔枞（《三家诗遗说
考》）等，皆其代表人物。至于对一问题，搜罗证据，务极其周，疏释论断，务极其慎，则两派之所
同也。”吕先生还继续讲“道咸以后，经学中又形成今文一派”，但已远于考证之学，且《吕着中国
通史》裹已有讲述，这裹自不赘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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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子部要籍概述》是《古文献学基
础知识丛书》之一。既能作为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的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也能作古文献学科研究
生及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和宗教等学科研究生的参考书，还可以作为广大文史工作者和爱
好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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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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