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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
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
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
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
，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
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
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
，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
必需的事情。
    再说，汉语言文学学科有其特殊性。
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时候并不是用职业培养一句话就可以概尽的。
对大多数从学者而言，它是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培养。
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受它的滋养，学生日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各取所需，经营成家，并不一定以汉语言文学的某部分专门知
识安身立命，因此，它尤注意远离一切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诱引，并不放弃对知觉对象的本质体认
和根源性究问。
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本质上的体认，并养成根源性究问的习惯呢?精读原典，细心领会，就是一
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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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一二、嘉泰会稽志　一三、大唐西域记　一四、通典　一五、崇文总目　一六、郡斋读书志　一
七、金石录　一八、史通　一九、荀子　二○、孙子　二一、洗冤录　二二、齐民要术　二三、巢氏
诸病源候论　二四、葬书　二五、法书要录　二六、淮南子　二七、梦溪笔谈　二八、云麓漫钞　二
九、艺文类聚　三○、蒙求集注　三一、世说新语　三二、云溪友议　三三、搜神记　三四、太平广
记　三五、广弘明集　三六、列子　⋯⋯集部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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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雕版印刷源流和版本的鉴定雕版印刷一般认为起源于唐代，最早被用来刻写佛经与历书。
现存的唐代雕印实物，最早可确定在武后时期，敦煌石室所出则有咸通九年（868）王玠所造《金刚经
》、乾符四年（878）和中和二年（882）历书。
到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已经应用于典籍的刊印。
后唐长兴三年（932），敕令国子监开雕九经，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三朝，至后周广顺三年（953）
年，完成了九经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这便是后世盛称的五代监本。
宋代雕版大行，形成了浙江杭州、四川眉山、福建建阳三个刻书中心。
所刻书籍质量以浙本最佳，蜀本其次，而闽本最次。
所刻书籍中又以官刻本质量最佳，私雕其次，而坊刻本最次。
元代杭州、建阳二地的刻书事业延续了宋时的盛况，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主持下雕印了不少大部头的
书。
宋、元版书保存下来的不太多，为历代藏书家所珍视。
明代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鼎盛时期，从中央各部门到各级州县、学校、各地书院都竞相刻书，二百七十
馀年间刻书极多，质量虽不足以媲美宋、元刻本，但尚整峭有古意，为近代版本家所推重。
在宋、元本已极为稀见的今天，明本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版本的鉴定，可从原书的牌记、刻工、版式、纸墨、字体、讳字、序跋、内容、题识、藏印、著录情
况等各方面入手。
牌记是刻书书坊的标记，相当于今天的版权页。
刻工是书版的刻写者，他们常在书版中附刻自己的姓名。
如果某一书坊或某一群刻工的活动时代可以确定，就能根据这些线索考得版本的年代。
而某一时代某一地区所刻之书在用纸、版式和字体上也有其显著的特征。
如宋代建阳刻本多用竹纸，习用柳体，而宋代刻本多左右双边版式，掌握这些特征，从直观上便可对
某一版本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我国古代对于皇帝名字需要避讳，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讳字，书籍亦需遵循当时的避讳原则，因此避
讳字直接地保存了版本的年代特征。
古书的序跋往往记录了某书的编撰刊刻原委、版本源流等情况，而原书内容更是判断其编撰时间的直
接依据，因此原书的序跋及内容无疑也是判断某一版本时代的重要参考。
古书流传久远，递藏者众，藏书家们往往习惯在所得到的珍本上钤盖印章，以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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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选题2004年秋确定时，原拟由陈尚君个人承担，但因当时适在外讲学，又为他事所牵，遂约请张
金耀合作，并共同商定了全书的体例和选目，又约请汪习波博士和当时在读博士生唐雯、贺忠、史广
超、陶绍清、朱红霞分别撰稿。
各部分具体执笔者如下（以各人所撰首篇先后为序）：陈尚君：导言、附录一。
张金耀：凡例、一、三、四、五、六、七、八、一四、一七、一九、二一、二二、二三、二五、三一
、三四、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一、四三、四四、四五、四八、参考文献。
唐雯：二、二九、三○、三三、附录二。
贺忠：九、一○、二四。
陶绍清：一一、一二、一三、一八、二六、二七、二八、三二。
朱红霞：一五、一六、四○、四六、四七。
史广超：二○、三五。
汪习波：四二。
各人初稿写出后，由张金耀对全部稿件进行了统一体例、复核引文和推敲史实的具体工作。
陈尚君在此基础上通阅全稿，作了改写和润饰。
唐雯在最后阶段参与了部分文本的校订工作。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教务处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支持，责任编辑
宋文涛博士认真审阅处理文稿，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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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库提要精读》：汉语言文学原理精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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