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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教材，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全体教师数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晶。
学界公认，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对文献典籍的整理。
但作为一门学科专业，历史文献学的创建，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文献学专业，也在80年代中叶正式建立，并以档案学的开拓和研究为重点，在当
时各高校的历史文献学专业中独树一帜。
90年代之后，随着学科专业的调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发展的趋势转向传统的历史文献学
，在重视目录、版本、校勘、训诂、考据、辨伪、辑佚等基础研究以及古籍整理编纂的同时，以宋、
元、明、清为重点时段，在教学和研究中强调文献的基础、历史的眼光、思想的深度，倡导文献学与
学术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过程中，我们深感一部高质量教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但已有的历史文献学教材，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有的未能凸显历史文献学自身
的“历史”特色；有的未能反映最新学术动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有的未能体现本专业所具有的实
践性和实用性的特点；有的文献资料引用不准确，写作不规范；等等。
为此，我们决心编写一部供历史系学生使用，适应历史专业本科生教学，具有历史文献学自身特色的
历史文献学教材，并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其一，凸显历史文献学的“历史”特色。
在具体叙述时，注重历史文献学发展与社会状况和学术背景的关系，将相关人物、事件、典籍等问题
置于历史发展和学术变化的纵横网络中进行考察，并相应增加历史文献学史的内容和篇幅，在厘清历
史文献学发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同时，揭示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历史文献学的全貌及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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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凸显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自身特色，反映历史发展和时代变化，体现新世纪学术水平为宗旨，
在全面揭示文献学基本理论及历史面貌的同时，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
教材编写注重学术性、实用性，并配置生动形象的历史图片，增加海外及我国港台地区历史文献学的
相关内容，以增强开放性和现代性，有裨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实践、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
教材面向历史系学生，亦可供文史爱好者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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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爱平，1955年4月生，广西桂林人，历史学博士。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历史学科
组副组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专家。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文献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兼涉古籍整理。
先后出版著作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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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不仅如此，这种尊重历史、崇尚传统的民族心理，还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的典籍编纂和文献整
理。
以类书和丛书为例。
作为文献学史上两种十分重要的书籍形式，类书和丛书都具有广采各书，综合排纂的资料汇编性质。
比较而言，类书是把许多性质相同的材料，从各种不同的书里按句或按段摘录出来，然后分门别类地
综合在一起，编成一部书。
丛书则是把原单独流行的著作完整地汇集起来，或按书籍的性质，或据古籍的部类，或依时间的顺序
等不同方式编排而成的大书。
类书重在分门别类，提供人们查找利用相关资料的方便；丛书则强调保存文献原貌，为后人的研究提
供完整的资料。
它们都在资料的汇辑和文献的保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查找资料，掌握
知识，了解过去，借鉴历史的需要。
二、文化特征与历史文献学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及其所赖以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它不同于世
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特征。
这些特征，同样也给历史文献学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以政治伦理为本位。
这一特征，给历史文献学涂上了政治伦理的色彩，使得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也肩负起“正纪纲，
弘道德”的使命，并成为阐述、弘扬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从事的文献整理工作，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文化活动，而是用
以寄托其政治主张的手段和工具。
足见中国的历史文献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带上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
其后，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经孔子整理的典籍不仅被尊为经，而且成为文献典籍最为重要的组
成部分。
在历代的书籍分类中，无论是汉代刘向、刘歆首创的六分法，还是唐代确立的四部分类法，乃至其他
不入主流的各种分类法，经书都稳居第一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
与此相应，文献整理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阐述、弘扬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
对此，《隋书·经籍志》有一段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
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
⋯⋯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
⋯⋯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符也。
⋯⋯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
为治之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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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教材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帮助。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叶柏川两位老师分别为我们提供了日本以及俄罗斯有关中国历史文
献学研究状况的材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汝企和教授、古籍研究所毛瑞方老师为我们审阅了历史
文献学专业术语的英文翻译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倪梁鸣、刘凤强为我们核对了相
关注释原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认真审稿，严格把关，为全书文字体例的统一和规范做了大
量工作。
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时间、精力和篇幅，本教材原拟撰写的部分内容未能深入展开，如史源学、年代
学的内容和方法等。
与教材有关的一些设想也未能完全实现，比如，有关教学实践的开展，拟设置具体的操作案例；关于
学习兴趣的培养，拟提供专题的研究指导，等等。
将来若有机会修订再版，我们将尽力弥补这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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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文献学》：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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