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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补正》

前言

清同治十三年(1874)，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时，有学生向他请教应当读哪些书，这些书又到哪里去找
，他于是写了《书目答问》这部书。《书目答问》收录了二千二百种左右的书，多是重要书籍，都经
过慎重考虑，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不炫奇示博，也不追求宋元版本，嗜古好僻。所收版本以当时常见
且不缺少误的为主。书后还附载清代著述家姓名略，分类列举著名学者的姓名籍贯，可借以了解清代
学术的大概。《书目答问》的作用，是为当时的青年学生指点治学的门径，又有简明扼要、切于实用
的特点，因此深受读者的欢迎，曾重印再刻，流传极广。《书目答问》初刊于光绪二年(1876)，原书
脱漏、错误在所难免。又由于新的著作和重印的古籍不断问世，时间愈久，愈觉《答问》的不足，因
而后来就有了范希曾撰写的《书目答问补正》。《补正》对《书目答问》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
是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来的错误；其次是补原书漏记的版本，也补光绪二年以后补刊的版本。再次
，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书，绝大部分是后出书籍，直到1930年止。《补正》补录图书计一千
二百种左右，初印于1931年。《书目答问》自光绪二年刊印以后，流行于社会。据贵阳本王秉恩跋，
光绪三年，张之洞曾重加勘定，在京师为诸生授读。

Page 2



《书目答问补正》

内容概要

《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
书海无涯，从何处着手？这是初学者常常困惑的问题。晚清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为回答上述问题而编
纂了《书目答问》这本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分，另增“丛书目”，每一类都列出该类最重要的著
作及较好的版式本，并作适当的比较和评论，颇便初学者，故而在当时流传极广。五十年后，因新书
和善本不断问世，清末民初学者范希曾又对原书进行了补正，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也改正了原书的
一些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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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补正》

作者简介

作者：(清代)张之洞 合著者：范希增 高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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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补正》

书籍目录

《书目答问补正》导读
序
书目答问略例
卷一 经部总目
卷二 史部总目
卷三 子部总目
卷四 集部总目
卷五 丛书目
附一 别录目
附二 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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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补正》

章节摘录

版权页：还收录了大量清人著作及《新译海塘辑要》、《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若干翻译作品
。在“子部·天文算法”下又说：“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此类
书籍，《答问》以其“极有益于经济之学”，收录达六、七十种之多，其数量于“子部”中仅次于“
儒家”著作，其中除清人著作占有相当比重外，还收录了《代数术》、《曲线说》、《数学启蒙》等
翻译著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氏的所以主张“多读古书”，与他的“考古”、“治身心”有联系。
而他的强调“今胜于古”，则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后人的研究成果业已超越前人，如经学、小学等
类的清人著作；另一种则以后出者较前出者为精确，如地理、天文算法之类，则又与他主张的“经世
”有联系。这种对古与今的关系的看法，从张氏的观点看来，两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不论是提倡
“多读古书”也好，或者强调“今胜于古”也好，均可以归结到共同的一点——“有用”，当然这个
“有用”是受作者的政治学术观点制约的。正是由于作者抱有明确的宗旨，因此《答问》在选择收录
图书时往往具有“驭繁就简”的特点。如历代有关研究《诗经》的著作不下数百种，张氏选取了五十
余种，但如孔颖达《毛诗正义》、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一些主要著作均
已包括在内。历代研究李白、杜甫的著作为数极多，而张氏则仅选取王琦注《李太白集》及仇兆鳌《
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诠》等数种。除收录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古籍和它们的主要注本外，《
答问》还收录了若干天文术数及克虏伯《炮说》、《行军测绘》等应用科学方面的翻译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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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补正》

编辑推荐

《书目答问补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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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补正》

精彩短评

1、教科书之一
2、虽然说这里标注了读过，但其实我只是扫了一遍顺手把喜欢的感兴趣的都勾了勾。但总的来说我
感觉我这辈子无望啊ˊ_>ˋ
3、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140613.html
4、只看了导读，没有校读正文。
5、常翻才行
6、也得看看书单才好
7、过目即忘
8、启蒙书！
9、版本
10、俞嘉錫先生讓來新夏習目錄之學，拆此書，重又裝起來。國學根柢，治學門徑。
11、难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真的是断裂的，学近现代史读目录学的书好没感觉。。。
12、这么多，看到哪年是个头哇？
13、反正差不多读完了，先放进来
14、呵呵
15、这个本子不错的，十分不建议燕山的本子。上海世纪人文也出了，不知道如何，根据以往的经验
应该可以。另外中华出了详注本。
16、所收书目带有偏见。
17、犯困。。。
18、一版一印竟然有几十页倒错装订！！！
19、必读书。
20、这部《书目答问》，是张之洞在四川指导士子读书开列的书单，从经史子集四部中，选取较好的
作品和整理研究作品，并告诉士子那些版本比较好。这部书看似难读，主要是与我们相隔时间比较悬
殊，当时的那些著名的刻印处，到今天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型的出版公司。同样，当时学
者推荐的图书，大抵是指那些经过专门校对和研究的图书，就如今天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请专门学
者进行整理的古籍与研究著作，晚清学者熟悉清代学术和学者，就如我们今天对于民国前辈学者熟悉
一样，只是张之洞和晚清学者熟悉的清代，已经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既不熟悉他们的工作，也不熟悉
他们的成果，所以看到这些作品，不禁会觉得难以理解和接受。所以，从这部书出版后，就一直有学
者增补和续修，当我们看到熟悉的图书和学者的时候，这种陌生感才会消失。
21、文献学入门必备
22、就是一大书单
23、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一通，还有很多知识来不及消化呢。。。
24、必读书目
25、门径之书。
26、治學門徑
27、阅读古籍入门纲要
28、范氏补正大好，只可惜该本未能收录其他几家的校补
29、治学门径
30、就是读书地图啊
31、平时随手翻翻很不错
32、收藏线装古籍可读
33、导语里列举了张《书目答问》中的一些弊端 但在范《补正》中仍然存在...
34、才读出好来。评注太少。因我读书太少。
35、五年前手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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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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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补正》

章节试读

1、《书目答问补正》的笔记-第1页

        《书面答问补正》读书随笔一则
《书目答问补正》可谓古籍善本之寻宝图骥也，经史子集若按此书通读一遍，则必成饱学。吾得此书
，受益良多，似入宝山，遍地皆宝，茫然而不知何取，惊喜参半，似梦似真，难以置信。毕生当以《
书目答问》中之书目为本，皓首穷经。此人生乐事，极大之享受，每日与古籍为伴，批批点点，沉浸
醲郁，含英咀华，入其境界而有所得，拳拳服膺，思考得间，皆是至乐之事，王侯将相，不能过也。
乐在泥滓，曳尾于涂。自比向朗，优哉游哉。

小舟
2014年8月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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