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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推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顺利开展，探讨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与特点，按照《山东
大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科2007-2009年工作规划》的要求，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
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参加此次大会的专家、学者共分为六个学术小组，分别围绕“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目录学与古籍
整理”、“语言学与石刻文献”、“地方文献与专题文献”、“经学与专题研究”、“文学与版本学
专题”六个大会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韩格平教授、西北大学贾三强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董恩林教授
、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周延良教授、济南大学张玉春教授六位学术小组组长分别主持
了六场大会分组发言，各小组成员发言积极，讨论热烈，提出并解决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收到60余篇论文，质量高，涉及面广，显示了古典文献学良好的研究现状和积极的上升趋
势。
大会收到的论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问题。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借助西学框架，在传统学术积累的基
础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现在怎样建设这门学科，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未来和发展前景，
关注这一问题的论文有6篇。
二、对古籍整理研究思想及方法的探讨。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已经基本确定，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和更新，与会专家、学者在传统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值得关
注，关于这一方面的论文有11篇。
三，古籍数字化问题。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古籍数字化的问题是古典文献学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相关论文
有3篇。
四、古籍整理研究的具体成果。
许多学者在本次研讨会上宣读了自己古籍整理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涉及传统版本目录校勘
学研究、专题研究、专书研究和专人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涉及传统版本、目录、校勘学研究的
论文有17篇，专题研究的论文有16篇，专书研究的论文有2篇，专人研究的论文有5篇。
本次大会取得的具体成果是十分丰硕的，通过总结参会论文的内容和探讨的热点，与会专家、学者认
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在未来应该主要重视和加强以下五个方面：
一、应该加强文献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
当今的古典文献学受朴学影响很大。
它以辑佚、训诂、校勘、笺注为主要研究手段，以古籍的整理、文献史料的汇编，以及版本、目录学
研究等为形式。
这些研究手段和形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就学科的完整性和未来的发展空间而言，古典文献学仅停留在实证研究的层面是不够的，还需
要加强理论层面的研究。
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理论水平，相对于其他学科还有些薄弱，它的理论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需要下力气总结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增强它的理论内涵。

二、应该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互动，加强综合研究。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
。
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
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
因此，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转变古典文献整理研究的传统状态和
模式，建立新的研究型古籍整理模式，加快知识重构，把古典文献学建设成一个开放的学科，赋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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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学术角色和学术价值。

三、应该进一步推进古籍数字化建设。
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大量利用计算机技术，取得了大量成果。
古籍数字化方面最为显著的成果是《四库全书》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典》数据库、《四部丛刊
》数据库等。
这些成果极大地减轻了查找古典文献资料的负担。
但是，古籍的数字化不能仅仅满足于为检索提供便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古籍整理与计算机技术的结
合，在诸如书志目录撰写、古文字字形索引等方面加强工作，以减少古籍整理研究者的劳动量，提升
古籍整理研究的水平和速度。

四、应该注意加强对海外古汉籍的研究，关注海外古籍整理研究成果。
海外保存着大量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
古籍研究需要尽可能多地利用这些资料。
海外有许多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取得的大量高水平成果是不可忽视的。
海外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具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国内的治学者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因此要在尊重自己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加强与海外同行学者的交流，吸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方
法。

五、应该重视出土文献和民间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出土文献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20世纪以来，大量地下文献陆续出土。
这对古典文献研究来说，是一个福音。
但是，由于上世纪的出土文献大多没有公布，原始资料还掌握在考古发掘人手中，也由于已经公布和
整理的出土文献还存在很多文字释读方面的争论，导致了学术界在研究和利用出土文献方面存在许多
困难。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争取尽快对20世纪的出土文献进行汇编、整理和出版。
包括谱牒、石刻、文书、日用杂书、剧本、唱本等在内的民间文献是研究民间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文
化全貌、深刻认识中国历史和当代国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由于其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十分分散，故而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湮没失传的可能
性很大。
因此，对民间古文献的抢救和整理，也就成为当今学术界刻不容缓的任务。
应该集合各高校及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和单位的力量，分县市、按地域地收集、整理、出版这些民间古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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