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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工具书导论》

内容概要

　　《中文工具书导论（修订本）》属于“工具书使用法”研究，但力图对工具书性质特点、产生与
发展、鉴别与选择等理论问题，以及工具书组织结构、编排体例、综合利用的与要领、查找资料的基
本方法与途径等实际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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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工具书导论》

书籍目录

修订版前言总论篇第一章 工具书一般理论第一节 工具书的定义与性质第二节 工具书的类型与范围第
三节 工具书的功能用途第二章 工具书的产生与发展第一节 古代工具书第二节 现代工具书第三章 工具
书研究概述第一节 古代工具书研究第二节 现代工具书研究第四章 工具书的排检方法第一节 字顺法第
二节 类序法第五章 工具书的控制与检索第一节 工具书和文献检索教材第二节 工具书书目与指南第三
节 工具书书评第六章 工具书的鉴别与选择第一节 工具书鉴别与选择的原则第二节 工具书鉴别与选择
的方法分论篇第一章 书目、索引、文摘第一节 书目、索引、文摘概述第二节 书目、索引、文摘举要
第二章 字典、词典第一节 字典、词典概述第二节 字典、词典举要第三章 类书、政书第一节 类书、政
书概述第二节 类书、政书举要第四章 百科全书第一节 百科全书概述第二节 百科全书举要第五章 年鉴
、手册、名录第一节 年鉴、手册、名录概述第二节 年鉴、手册、名录举要第六章 表谱第一节 表谱概
述第二节 历法及历史上纪日、纪月、纪年的方法第三节 表谱举要第七章 图录第一节 图录概述⋯⋯应
用篇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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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工具书导论》

章节摘录

　　第一节 古代工具书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据考古发现，四五千年前已有了汉字的
雏形--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古陶器文字符号。据文献记载，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代已有了典籍
，《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尚书·多士》称：“惟殷
先人，有册有典。”我国工具书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三代时期。传说中夏禹铸“九鼎”的图纹、周代
《山海图》及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可看成原始的图录；周宣王时太史编的《史籀篇》，
可说是字书的萌芽；周代的“谍记”及《周谱》的“旁行斜上法”和“古六历”，可视为表谱的渊源
；孔子删订的《诗经》和《周易》，可当做最早的丛集汇要。其编纂的《诗经》目录、《尚书》目录
及序录，则可视为目录的滥觞。　　汉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巩固与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工
具书正式产生并奠定基础的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语言文字也不断发生变化，到汉代已出
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从解经和今古文之争的需要出发，秦汉时的经
学家及扬雄、许慎，先后编纂了《尔雅》、《方言》及《说文解字》，开了训诂书和字书之先例。尤
其《说文解字》首创了用部首编排汉字的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又由于时代的变迁及社会活动的日益
频繁，有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也日益繁杂，史学家司马迁在前代“谍记”的基础上，创制了范围较广
的表谱体制--《史记》“十表”。从政治统治的需要出发，汉代政府十分重视图书的收藏和整理。自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
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七略》）。“至成帝时
⋯⋯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威
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汉书·艺文志
》）。于是，出现了第一部全国性的分类解题目录--《七略》，班固又在此基础上编成我国第一部史
志目录《汉书，艺文志》。此外，由于军事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地图一类工具书也获得了发展。长沙
马王堆汉墓出土有“驻军图”、“地形图”、“城邑图”，这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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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工具书导论》

精彩短评

1、学过的教材，了解工具书的知识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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