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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古典文献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它不仅以一种相对集中而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通过传抄、印刷、编辑、整理、诵
读、研究等传播方式，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参预了对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和
思想文化内涵的塑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在文献传承的过程中，不仅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文献的传承，参预了对中国文化之民
族特色的塑造，并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心理情感与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而且，作为文献著录和书籍
传承的重要支撑的目录学，也一贯致力于整合林林总总的固有文献与已有知识，使之系统化与合理化
，与此同时，其自身还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框架。
有鉴于此，几年前，当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实施国家“985工程”“汉语言
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研究计划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同人
们集思广益，提出以“文献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为名设立子课题，并很快通过了专家组的立项
论证。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就是这一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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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唐五代笔记，有助于推进对唐五代小说的全面研究，此为有识者所知。

唐五代笔记的最大价值更在于其史料价值。
此指广义之史料价值，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社会生活等等，可谓包罗万象。
宋人编纂《新唐书》、《资治通鉴》，取材于唐五代笔记甚多。
对当今学者来说，发掘唐五代笔记的史料价值，可以拓展唐代文史研究。
在这方面，已有前辈学者的榜样。
康耕《剧谈录》卷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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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杰，1951年2月生，祖籍江苏东台。
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致力于唐宋文史研究。
主要著述有《欧阳修年谱》、《唐人轶事汇编》（合作）、《颜真卿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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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上编“笔记”与“小说”概念的目录学探讨唐代笔记对国史的利用唐代笔记的娱乐性唐代笔记的
撰者因素中编唐五代笔记述要下编《朝野佥载》考《大唐传载》考《明皇杂录》考《因话录》考《玉
泉子》考唐代宰相“会食”考唐五代笔记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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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记”与“小说”概念的目录学探讨进行笔记研究，有必要对其概念加以讨论。
这也算是“正名”之举。
“笔记”这一名称，起于六朝。
《南齐书·丘巨源传》载其所言：“议者必谓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
”在这段话中，“笔记”与“小说”恰巧同时出现，但是都不指文体。
丘巨源当时“于中书省撰符檄”，此处“笔记”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小说”指琐屑的言谈。
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云：“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
”又云：“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
”所言“笔记”亦皆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
六朝时，笔记常称为“笔”，与“文”相对，如《南史·颜延之传》记其云诸子中“竣得臣笔，测得
臣文。
”此处“笔”亦指文书。
《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此处将非韵文之“笔”与辞赋等韵文相对，则是声律之说兴起后的看法。
此后，渐渐把随笔而记录见闻杂说的文字称为笔记，将这样的文字汇集起来则是笔记著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记著作的产生还早于六朝，而作为书名则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三卷。
“笔记”的概念形成较迟，而且近于原先的“小说”概念，古人通常将笔记纳入小说的范畴。
因此，论古代笔记不能不论“小说”，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
讨论之前，不得不申明，古今“小说”的概念差别极大，不能简单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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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二十多年前，参与《唐人轶事汇编》的编纂，从此与唐五代笔记结下不解之缘。
在阅读唐五代笔记时，间或产生一些疑问，于是动笔写考订文章，试图从文献学角度解决一些笔记著
作的问题。
最早写成的是《（大唐传载）考》，发表于1990年，文中考证此书的撰写时间，证据确凿，结论得到
学界普遍认可。
对于此书撰者，文中提出新说，虽然难以成为定论，但采用“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方法，道理上
是行得通的。
此后断断续续写了几篇，各有侧重。
最近写成的《（因话录）考》，性质与此前各篇不同，是对这部被后人视为上乘之作的笔记进行本身
记载之误的考订，意在为唐五代笔记著作的整理工作提供实例。
需要说明的是，先前曾指导硕士研究生廖勤对《因话录》进行笺证，她对资料的搜集、考察很详细，
使我写此篇时基本上省却检索之劳。
考订笔记专书的这几篇文章，及使用了一些笔记材料的《唐代宰相“会食”考》，列为本书下编。
前几年，开始撰写对唐五代笔记进行总体论述的文章，以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这几篇文章，列为上编。
上、下编中的文字，大多曾经发表过，这次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
列为中编的《唐五代笔记述要》是新近写成的，主要参考了周勋初先生《唐代笔记小说叙录》、黄永
年先生《唐史史料学》中“杂史杂说小说类”部分，力求简明通达，避免对前辈论述的过多重复。
我在唐五代笔记方面的研究，一直得到周勋初先生的鼓励与指导。
周先生文史兼通，在学术研究的多个领域内有重大成果，唐五代笔记研究是其中之一。
他主编《唐人轶事汇编》，撰写《唐语林校证》、《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
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影响，本书中有些内容即是由受到启发而形成。
书中多篇曾发表的论文初稿，曾烦周先生细致审阅，得以进一步完善。
没有周先生多年来的鼓励与指导，就没有现在的这部小书。
我的研究方面比较杂，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不是太多，成绩微薄。
但是，这不能当作宽纵自己的借口，只能自责还不够努力，手中的这部书稿分量还应当厚重一些。
衷心期望唐五代笔记研究及历代笔记研究不断取得进展。
严杰2008年4月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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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五代笔记考论》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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