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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

内容概要

本书是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近些年有关汉唐文学研究的论文结集。内容大致分为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
回顾和展望、唐宋文学文献资料研究、旧五代史重辑的学术原则、朱东润刘大杰等名教授治学方法探
讨、几部新出版的唐代文献集的书评等。陈尚君教授治学从传统目录学入手，在全面掌握清乾嘉学派
考据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科学实证精神，充分利用当今能全面彻底地检索存世文献的便利条件，
通过全面占有材料，精心对材料进行史源分析和比较，最终得出结论。因其全面占有材料，故其学术
视野宏通；因其谨守学术规范，故其立论可信；因其学术皆有迹可循，故其方法可效。该书不但体现
了汉唐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事学术研究者也可从中学到不少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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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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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　　将一代文学作品总汇于一书的断代文学全集的纂辑，肇始于
明末，至清代因《全唐诗》、《全唐文》等书的问世，引起学界广泛重视。近代以降，特别是最近二
十多年问，中国学者对此类著作的编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后出版或编纂中的著作已知达40种以上
，所涉几乎包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体作品。可以相信，此类著作的大量出世，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
文史研究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此类著作编修中所涉及的一些共同问题，也应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
　　汇聚多人作品的文学总集在东晋出现，后以萧统（501-531）《文选》影响最大。除各种中小选本
外，有两类著作受其影响尤为明显：其一为《文苑英华》这样上承《文选》的大型总集，收罗丰备而
不重遴择；其二是姚铉（968-1020）《唐文粹》那样的断代综合选本，综摄一代而能反映各体作品的
成就，其后吕祖谦（1137-1181）编《宋文鉴》、苏天爵（1294-1352）编《元文类》，皆属此类，明清
两代尤多。本文所说的断代文学全集，与前述选本虽皆属总集，但编纂旨趣则完全不同，即求不作选
择地收罗一代作品，尽可能全备地汇聚于一书。今知此类书最早的纂辑者是明嘉靖问编成《古诗纪
》156卷的冯惟讷（1513-1572），沿其体例而续有所成的则为隆庆至万历初年编成《唐诗纪》初盛唐
部分170卷的黄德水和吴绾。万历、崇祯年间胡震（1569-1645）编成《唐音统签》1033卷，首次完成有
唐一代诗歌的汇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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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挑着读的。
2、心得談得不少，值得文學文獻或唐代文獻的同學好好看看。
3、2008.9.27购于万象-2009.4.10阅毕
4、文史大家。。。看了这本之后，对他的那套五代史增订更有想买的冲动了。。。
5、朴学专业人士适用
6、文献帝。。
7、只读了一部分，但深感拜服。
8、读过一小部分.
9、就是文笔差一点；一个意思重复讲了数遍。
10、主要收序跋和书评，许多经验之谈。毕竟偶像！
11、朱东润先生受的是英国的教育，用力于传记文学研究方面。其弟子陈尚君的《汉唐文学文献丛考
》近期已在研读，陈氏作为朱先生的弟子，其实两人走得完全不是一个路子。陈老师的贡献主要是在
考据辨伪与辑轶方面，而陈老师对文献的考证不说乾嘉后第一人，当代前五肯定能排进的。凭一人之
力辑轶《全唐诗》千首，并在学术界发表《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之观点。等等。无不让人钦敬
。
12、I206.2/470a 导师一直断言陈尚君先生是必定会被写进后代学术史中的人物。此书中涉及的研究内
容就可见一斑。无论是书评还是研究论文，背后都是花了功夫的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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