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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以书籍形式保存下来的浩如烟海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整理继承这份遗产，对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素质，加快精神文明建设
的步伐，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
　　在整理古籍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面对一部需要整理的古书，整理者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采用哪
种体裁和格式进行整理。
所采用的体式妥当与否，往往决定整理工作的成败以及成果质量的高低。
因此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员只有尽量熟悉和掌握古籍整理的各种体式，才能保证搞好这项造福于子
孙万代和全人类的事业。
但是以往中国只有研究一般文体的著作，却很少有研究古籍整理著作体式的专书。
为了适应新时期进一步搞好古籍整理工作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后期，冯浩菲开始专门研究中国历代
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古籍整理著作所具有的体式。
90年代初，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古籍整理体式评介”课程，由冯浩菲
主讲。
1993年1月，冯浩菲所申报的“古籍整理体式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
划项目。
1997年2月，该项目的研究专著《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一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
社）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即以此作为正式教材，一直使用至今。
该书的主要内容、结构及撰写要例等已具于原版《序言》中，这里不赘述。
　　2002年6月下旬，本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组评议通过、由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推荐为古文献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用书，并指定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接到教育部电话通知及安排之后，著者即按照高等教育出版社制定的《教材编写细则》，对全书进行
校订。
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通读全书，校正讹误；　　二、逐一核对引文；　　三、对某些章
节进行改写或调整；　　四、逐一检核引书版本，编制统一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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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是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古文献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用书。
书中首次将中国历代所出现的众多而原无统系的各式各样的古籍整理著作体式归纳为编辑类、校释类
、目录类、类书类四大类，每大类为一编。
各大类之下，根据实际情况，又层层划分出若干二级、三级、四级乃至五级、六级小类目，每一级类
目都代表一类特定的古籍整理体式。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科学的古籍整理体式体系。
对每一类体式，都从有关方面作了必要的论证和介绍，创立了成套的相应的专门术语和用语。
通过学习，有助于读者了解和掌握各类古籍整理体式的发展演变。
撰写特点和分类情况等；有助于培养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专门人才，促进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不断发展
。
《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专业研究生教学用
书，也可作为一般文史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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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编辑类第一章 集编体第一节 全集体第二节 诗集体一、个人诗集体二、一代诗集体三、通代诗
集体第三节 文集体一、个人文集体二、一代文集体三、通代文集体第四节 诗文集体一、个人诗文集
体二、专史诗文集体三、方域诗文集体第五节 诗选体一、个人诗选体二、一代诗选体三、通代诗选体
第六节 文选体一、个人文选体二、一代文选体三、通代文选体第七节 诗文选体一、个人诗文选体二
、一代诗文选体三、通代诗文选体第八节 专集体一、古文字集编体二、碑文集编体三、有关史料集编
体第九节 集编体著作编辑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在所收内容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二、在编排体例方面
应该注意的问题三、在编者加工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四、在附载内容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二章 丛
书体第一节 汇编体丛书（1)·杂编体第二节 汇编体丛书（2)·辑佚体第三节 汇编体丛书（3)·其它体
一、郡邑体二、氏族体三、独撰体第四节 类编体丛书一、经部丛书二、史部丛书三、子部丛书四、集
部丛书第五节 编纂丛书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二编 校释类第一章 点校体第一节 标点体第二节 校勘体第三
节 点校体第二章 注释体第一节 传注单用体一、传体二、故体三、说体四、训体五、解体六、记体七
、义体八、序体九、注体十、笺体十一、疏体十二、证体十三、音体十四、章句体第二节 传注合用体
一、故训传体二、训诂体三、音义体四、校注体五、注译体六、疏证体第三节 其它注释体一、考辨体
二、通释体三、广补体四、读本体五、表注体六、集解体七、纂集体第三章 其它校释类体式第一节 
翻译体、总论体、考证体一、翻译体二、总论体三、考证体第二节 释例体、图解体一、释例体二、图
解体第三节 校释类著作撰写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重视标点工作二、校书态度既要积极，又要谨慎三
、序文要言之有据，准确可靠四、做好词义训释工作五、诠解句意应该紧贴原文，防止节外生枝，任
意滋说第三编 目录类第一章 总录体第一节 一般总录体（1)·公藏体一、七略体公藏书目二、四部体
公藏书目三、杂类体公藏书目第二节 一般总录体（2)·史志体一、七略体史志二、四部体史志三、杂
类体史志第三节 一般总录体（3)·私藏体第四节 一般总录体（4)·独撰体、氏族体、方志体一、独撰
体二、氏族体三、方志体第五节 一般总录体（5)·治学体、禁毁体、汇刻体一、治学体二、禁毁体三
、汇刻体第六节 详解总录体一、解题体二、题跋体第二章 专录体第一节 一般专录体第二节 详解专录
体一、解题体二、题跋体第三章 版刻体第一节 官刻体与家刻体一、官刻体二、家刻体第二节 书影体
与版式体第四编 类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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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逐书排列　　《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四书》等所收各书，传统上
都有比较固定的排列次序，因此这类丛书不论只收古经原文或只收说解，还是经注兼收，大部分都采
用逐书排列的方式编排所收著作。
《九经》、《五经白文》、《十三经古注》及光绪间崇文书局刊本《十一经音训》等均如此。
　　2）分集排列　　或分第一集、第二集之类排列。
如清张炳翔辑《许学丛书》按刊行年代先后，分为第一集、第二集等3集排列所收清代研究《说文》
的著作。
许颂鼎等辑《许学丛刻》也属此类。
有的用地支分集排列，称子集、丑集、寅集之类，明江元祚辑《孝经大全》即如此。
　　或分编排列。
如民国龙璋辑《小学蔸佚》分为上编、上编补、下编、下编补4部分，排列所收《仓颉篇》以下历代
所出现的小学著作。
有的分正附编排列，但不标“正编”字样，只标“附编”。
如清李祖望辑《小学类编》先列《惠氏读说文记》以下6种清人著作，继标“附编”之目，附列历代
小学著作。
　　3）以各书为类目排列　　如《通志堂经解》分为《易》、《书》、《诗》至《四书》、《总经
解》等10类，排列先秦以来所出现的有关经解著作。
　　4）按成书时代先后排列　　如《小学钩沉》按成书时代先后，排列所收历代小学著作，以《仓
颉篇》开头，以清人《三苍考逸补正》结尾。
《音韵学丛书》也如此，以宋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开头，以清陈澧《切韵考》结尾。
　5）统分卷次排列　如《皇清经解》收载清代经解著作180多种，统分为190卷，略按著者年代先后排
列，以顾炎武开头，以冯登府结尾，同一作者的著作连排。
王先谦辑《皇清经解续编》也属此类。
　　3．编者加工　　经部丛书的编者加工主要有以下4类：　　1）分段　　如明本《九经》对所收古
经都分了段，《周易》每人之内的分段空一字接排，不另提行。
其它各经分段另提行，顶格排。
又如明本《五经白文》对所收古经的分段均另提行。
其中《周易》每卦另提行，顶格排；一卦之内各爻另提行，低一格排。
其它各经另提行，顶格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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