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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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设立于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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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在设计这个子课题时，我们主要着眼于其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宏观思路的拓展，力图从大处着眼
，以开拓我们的思维。
但是，在这项研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针对具体的对象和确定的问题展开学术
研究，运用多年的学术积累，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才能真正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不管这些进
展是理论方法的创新，还是文献史料的丰富，或是对具体问题研讨的深入。
因此，我们决定从专题研究人手，对各项历史文献展开整理、解读和阐释，不避小题，以避免不切实
际的蹈空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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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金程宇博士继《域外汉籍丛考》后的又一本新著，与前一本著作比较，很大一部分内容仍然与
域外访书所获有关，但也涉及一些出土文物和存世典籍中的文献介绍，可以说是前书的续编。
 全书分为日藏唐宋文献研究、韩藏唐宋文献研究、唐宋文物与文献、唐宋文献订补这四编内容进行了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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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程宇，浙江平湖人。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献、域外汉籍研究。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域外汉籍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域外汉籍丛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及唐宋文学
论文多篇，另有译著《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浅见洋二著，与冈田千穗合译，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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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藏唐宋文献研究东洋文库所藏《帝王略论》残卷的文献价值《帝王略论》为虞世南所撰之初唐史论
，该书最早著录于唐开元时之《古今书录》①，《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史部，《崇文总目》、《新唐
志》、《遂初堂书目》、《中兴馆阁书目》、《宋志》亦曾著录，后即罕见称引，盖已亡佚。
直至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国人始知法人伯希和所携归之《帝王论》残卷，实即此中土久佚之珍籍。
内藤湖南大概是对敦煌本及东洋文库本《帝王略论》的最早考订者，他在1930年于法国初见敦煌本残
卷，惊叹不已，将之摄影携归，两年后适逢东洋文库本《帝王略论》残卷入藏，遂撰文介绍。
文章不足千字，然对该书的作者、著录、史学价值及东洋文库本之传承，皆有准确之判断，功不可没
②。
王重民先生1935、1936年撰写了四则札记，除考出敦煌本为虞世南所作外，尚指出该书在《长短经》
③、《通历》、《太平御览》之引文，亦具功力。
内藤氏、王氏之考，迄今七十馀年，其间日本学者尾崎康先生撰《关于虞世南的（帝王略论）》④，
是继内藤氏短文后唯一对东洋文库本详加考察的论文。
国内学者以无从得见，所论仅限于敦煌本及《通历》等书，东洋文库本尚未得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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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开始撰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知道要与这部朝夕相伴的书稿告别了。
此时不由得想起大学时爱读的卞之琳的（鱼化石）：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往往融化于水的线条
。
你真的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在学海中泛波，偶尔留下一点痕迹，不正像这块鱼化石一样吗？
虽说已经凝固定型，但她最原初的形态一定是生动活泼的。
往事被一一激活。
过往的岁月非但未褪去颜色，反而更为灿烂，清晰如昨。
回想起来，近六年我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先后八次前往东京访书，一次则利用赴韩国开会的机会，在
首尔逗留了五天，这使我在日韩的读书、访书活动累计有一年时间。
一年的时间看似很短，可她却是我这六年来全部业馀时间的总合！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体部分就是我依据这六年来的访书记录撰写而成的，多数未曾公开发表，
这也是我将本书视为一部新著的主要原因。
访书的过程是艰辛的，可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首先来自经济上的压力。
由于六年来的访书均为自费，为收集、复制资料，不得不支付昂贵的费用。
每次访书虽然只是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所花费的却往往是我一年的收入。
对于一介寒士来说，这种压力确实有些出乎想象。
正因如此，我的访书范围只能限定在所居住的东京，许多师友建议我去京都调查，其实我何尝不想有
西京之游，确实是心有馀而力不足。
其次.由于我赴日的身份是探亲，所以我无法像其他访问学者一样，自由地在大学图书馆借阅资料，我
只是一个临时利用者，利用图书馆的时间，少则一天，多则不过两周，只能将有限的时间充分利用，
常常一天下来，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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