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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实际出发，梳理了文献典藏、分类、校勘、辨伪、注释、考证等方面的传统
，探讨了文献典藏的理念、价值论和方法论，归纳了文献分类中所蕴含的思想，发掘了文献校勘的理
论和方法论，分析了疑古辨伪思想的成就、特点和方法体系。
发覆释疑，见微知著，结论令人信服。
作者王记录还注意研究金石学在文献考证中的作用和特点，并以阐释学的方法，分析历史文献传注的
特色，阐发新见。
本书中还论及数字化与古籍整理的关联，数字化对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研究的多重影响，从而使本书
透出时代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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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史学思想视野下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一、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历史文献学思想的特点及理论贡献
第一章文献、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思想
第一节文献与文献传承
第二节文献学的发展与历史文献学的架构
一、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与校雠学
二、文献学的提出及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论争
三、历史文献学的架构与思想趋向
第三节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内容
第二章“信而好古，广收博采”：文献搜求和典藏的思想
第一节文献搜求与典藏的理念
一、“读书为乐”的意识
二、“遗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观念
三、“藏书私秘，世代永保”的心态
四、“以传布为藏”的思想
五、其他一些藏书心态
第二节文献典藏的价值论
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典藏与资政教化
二、“欲读书者，必先藏书”：典藏与读书治学
三、“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典藏与文化传承
第三节文献搜求与典藏的方法
一、“盛聚”与“大厄”：对文献典籍聚散规律的总结
二、求书之道
三、措理之术
第三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分类叙录的理论
第一节“盖有目录，以为纲纪”
一、弘道设教
二、崇经重儒
第二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剖判条源，甄明科部”，“辨其真伪，核其异同”
二、“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
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第三节“审正旧疑，详开新制”
一、总结得失，评判优劣
二、损益旧制，另开新篇
第四章“实事求是，订误存真”：文献校勘的观念
第一节对文献致误原因及形式的认识
一、对文献致误原因的分析
二、对文献致误通例的归纳
第二节丰富的文献校勘理论
一、对校勘目的及校勘重要性的认识
二、实事求是的校勘原则论
三、段顾之争的若干问题及乾嘉时期校勘理论的发展
四、对校勘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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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文献校勘的方法与方法论
一、“求古”与“求是”相统一的版本价值观
二、校勘的方法及方法论
第五章“疑古惑经，正讹考信”：文献辨伪的思考
第一节中国古代疑古辨伪思想的发展
一、“考信于六艺”与“疾妄求实”
二、“疑古惑经”
三、“考信求真”
第二节中国古代疑古辨伪的思想成就
一、对伪史、伪书等产生原因的论述
二、对作伪手法、作伪类型以及辨伪原則的分析
三、对伪书范围、类例及复杂性的认识
四、对伪书价值的评判
第三节作者、文本及流传：中国古代文献辨伪的方法体系
一、作者
二、文本
三、流传
第六章“传注训解，疏通疑难”：文献阐释的特色
第一节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发展及特点
一、“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二、“言意之辨”与“疏不破注”
三、义理阐发与训诂考据
四、中国古代丈献阐释的特点
第二节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理论
一、文献阐释的必要性
二、文献阐释的目的
三、文献阐释的可能性
四、文献阐释的原则
第三节中国古代文献阐释的方法及方法论
一、以训诂注疏为王的文献阐释方法
二、以义理发挥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
三、训诂注疏和义理发挥两种方法的融合
第七章“求实致用，证经考史”：金石学与文献考证的成就
第一节金石分类的思想
一、对金石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二、对著录体例的探讨
三、对金石分类的探索
第二节金石义例之学
一、金石义例的重要性
二、关于历代金石义例的论争
三、对金石义例的探求
第三节与经史相表里
一、金石与文献考订
二、金石与教化经世
三、金石与文字正定
第四节金石证史的观念对20世纪历史文献研究的影响
一、金石证史、考古资料与二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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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帛佚籍与文献研究的新局面
第八章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数字化：古籍整理的新方式
一、古籍数字化成为古籍整理的必然趋势
二、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方法的变革
三、古籍数字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观念及相关学科的新变化
一、古籍整理观念的新变化
二、古籍数字化与文献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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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孙诒让说：“综论厥善，大抵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
参成见。
其是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馆键，故能发疑
正读，奄若合符。
及其蔽也，则或穿穴形声，捃摭新异，冯月乙改易，以是为非。
乾嘉大师。
唯王氏父子郅为精博，凡举一谊，皆墒凿不刊。
其余诸家，得失间出，然其稽核异同，启发隐滞，咸足饷遗来学。
”孙诒让所总结的校勘方法包括：首先选择版本，以旧刊精校为据依；其次是归纳义例，不掺己见；
接着通过版本比勘，正文字讹舛；最后运用文字音韵学修养，发疑正读。
孙氏所言比顾氏虽然明晰一些，但仍然失之笼统，不便操作。
 与顾广圻、孙诒让不同，吴承志、叶德辉、朱希祖、梁启超以及陈垣等人对校勘方法进行了更为准确
的总结，真正使自己总结的内容迈进了方法的门槛，对后世影响极大。
特别是陈垣先生“校勘四法”的提出，广泛为学界接受，为现代校勘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校勘方法上，吴承志提出“改字五例”：据善本校改，据古本校改，据注文校改，据本书校改，据
义校改，并说：“总此五例，校雠之方大略尽矣。
”其实，这只不过是论述了校勘改字的依据，与王引之的“三改三不改”没有什么两样，还很难说是
比较全面的校勘方法。
 对于校勘方法的重要，叶德辉进行了深刻论述，他说：“顾知校书之善矣，而不得校之之法，是犹涉
巨川而忘舟楫，游名山而无篮舆，终归无济而已矣。
”由此，他把校勘方法分为“死校”和“活校”两种，叶德辉云：“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
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
”在他看来，顾广圻、黄丕烈校书就是死校。
“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
在他看来，卢文昭、孙星衍校书就是活校。
叶德辉指出，死校和活校并非清代“校勘家刻书之秘传”，而是有着悠久的传统，“实两汉经师解经
之家法。
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
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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