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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绍虞编著的《中国目录学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目录学专著，介绍了从汉代到新中国成立前
的目录学发展状况和目录学家对各个时期目录学方面的贡献。
全书对中国目录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作了一个初步整理和归类，其中也包含一些作者自己的独特创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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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绍虞，浙江省新昌县人。
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
1933年毕业于文华图书馆专斗学校，任上海大夏大学讲师、教授、校图书馆主任，上海鸿英图书馆、
英士大学图书馆主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兼编目组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
著有《大学图书馆建筑》、《图书馆学论丛》、《中国目录学史稿》等，在全国各地杂志、报纸上共
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另编著和编译出版了专业书籍3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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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国目录学的初期阶段和《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的诞生
  第一节  我国目录学的初期阶段
    一、我国目录学的起源
    二、孔子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编次
    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和杨仆的纪奏兵录
  第二节  《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诞生
    一、《别录》《七略》
    二、《汉书艺文志》
第二章  从公元3世纪到7世纪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自魏至隋末）
  第一节  国家藏书目录和全国图书总目简介
    一、国家藏书目录
    二、全国图书总目
  第二节  分类体系的变革
  第三节  全国图书总目的产生
  第四节  佛经目录的产生和发展
    一、重要佛经目录简介
    二、佛经目录的特点和成就
第三章  从公元7世纪到14世纪末叶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自唐至元末）
  第一节  各种重要目录简介
    一、国家藏书目录
    二、正史艺文志
    三、通史艺文志
    四、私家藏书目录
  第二节  著录方法的改进和著录项目的增加
  第三节  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和类目的说明
  第四节  成文解题的出现
  第五节  郑樵的《通志校雠略》
    一、关于著录范围和著录方法
    二、关于类例和类书
    三、关于解题
    四、关于鳊次
  第六节  佛经目录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章  从公元14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中叶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自明至鸦片战争）
  第一节  各种重要的目录简介
    一、国家藏书目录
    二、正史艺文志
    三、私家藏书目录
    四、善本目录
    五、专科目录
  第二节  著录方法的发展
  第三节  四部法的动摇
  第四节  善本目录的产生及其编制方法
  第五节  正史艺文志的体例和补史艺文志
  第六节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
    一、关于著录方面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目录学史稿>>

    二、关于（部次）分类方面的
    三、关于叙录方面的
    四、关于互著、别裁的
    五、关于治书和校书的
    六、对刘班的一些意见
    七、对郑樵、焦竑的几点意见
    八、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第五章  我国近代目录学的发展（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第一节  国学举要书目和新学书目的产生及其在编制方法上的特点
  第二节  新学书籍产生后的各种目录分类方法
  第三节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进步书刊的目录
  第四节  国学举要书目和禁书目录
  第五节  “五四”以后图书馆目录方法上的巨大变化
    一、分类体系的改变
    二、著者号码的采用
    三、编目条例的规定
    四、人名、书名、标题、字典式目录及联合目录的出现
    五、卡片目录的应用和排印目录片的刊行
  第六节  书刊索引工作的开展及其多种多样的编制方法
  第七节  专科目录和地方文献目录方法的改进
    一、专科目录
    二、地方文献目录
  第八节  近代目录学著作中对目录学对象的各种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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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刘向为每书条其篇目，撮其旨意，除随书奏上以外，又另抄一份，集为一书，这部书就叫
《别录》。
 这部《别录》所收的各书，并不是杂乱无次的。
《汉书·叙传》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
”《汉纪》说：“孝武皇帝时，董仲舒推崇孔氏，抑黜百家，至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九
流区别，典籍益彰矣。
”《隋书·经籍志·簿录篇》序也说：“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
”这都说明《别录》是一部有组织的书。
 《别录》共著录图书603家，计13219卷，分为6部38种： 1.六艺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
经、小学九种。
 2.诸子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
 3.诗赋 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杂赋、歌诗五种。
 4.兵书 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
 5.数术 天文、历数、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
 6.方技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
 各类书籍的编次，我们从《汉书·艺文志》中可以看出，也是大致有一定的顺序的，这可以分以下几
方面来讲： 第一，凡是性质或体例相同的，虽然没有另列细目，还是分组排列的。
如六艺、易类，首先著录《易经》12篇，以下分为易传、灾异、章句三组。
从《周氏》、《服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丁氏》七家之书以及《孟氏
京房》11篇，都是解说易义的书籍；其次是《灾异孟氏京房》66篇、《五鹿充宗略说》3篇、《京氏段
嘉》12篇等书；再次则是章句施、孟、梁丘氏各2篇。
不过在《丁氏》8篇和《孟氏京房》11篇之间，夹杂有《古五子》18篇、《淮南道训》2篇、《古杂
》80篇，《杂灾异》35篇、《神输》5篇、图一，颇见杂乱，这些书可能原本都在灾异这一组，为后人
所错乱了的。
 诗、论语等类里面，也可以看到有此类的情况。
 第二，杂纂杂钞的书籍，列于各该类（组）之末。
如易类有《古杂》80篇、《杂灾异》35篇，诗有《齐杂记》18篇，诸子儒家有《儒家言》18篇，道家
有《道家言》18篇，阴阳家有《杂阴阳》38篇，法家有《法家言》2篇，杂家有《杂家言》篇，小说家
有《百家》139篇，兵书兵技巧有《杂家兵法》5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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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中国目录学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目录学专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目录学史稿>>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