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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社1989年出版同名书的修订版。
该书出版十余年来已成为许多高校历史文献学专业师生的首选教材，具有较大影响。
为适应学科与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组织专家对此书作了较大的修订
，在保留原来许多优点的基础上，调整了原书的结构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修订后的版本，全书结构更为周密合理、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表述更为简明得体。
在全面介绍和表述历史文献学基本知识、基本材料，反映学术界最新成就的同时，更注重指导读者了
解和掌握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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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文献本身的真伪，经过了辨别，但辨伪工作仍未完成，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文献中的记事是否
信实，是为辨伪事。
历史文献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各阶级成员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对于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记载史事，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
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①，而对于敢于反抗的
农民，则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
清修《明史》，号称精审，赵翼云：“《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
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
”②但《明史》记张献忠，却不但斥之为“流贼”，且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
史书失载。
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万
历6年，口60，692，856。
《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亦均不超过6700万。
②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刻流传过
程中有意或无意造车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显然，这是封建史家为了丑化农民起义而有意编造的伪事
。
剥削阶级总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记述历史，如果史实与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实
以迎合政治需要。
逼于政治要求，许多号称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对统治者隐恶虚美，曲加回护。
此外，史书中还有因传闻异词，或作者记忆失真，又限于条件，一时无从核实而造成的记事失实。
总之，由于阶级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历史文献中难免有失实的记载，
有伪事，必须加以考订，使记事显出真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③这说明在2000多年前，我国学术界已经注意辨别文献中记事的真伪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治史日益深人，于是有考订史事的专著出
现，如西晋谯周的《古史考》等。
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提倡直书，反对曲笔，其《疑古》篇对《尚书》提出10疑，《惑经》篇对《
春秋》提出12条“未喻”，指出它们记事失实，而后人对《春秋》等经典的赞扬，则是“欲神其事，
故谈过其实”，是“虚美”。
清时考据学大盛，专门考订史书记事的专著，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最佳。
到了近代，梁启超将文献中的伪事区分为七类，指出伪事之由来，或系无意失误，或为有意虚构，并
将辨证伪事的方法归纳为7条①。
梁启超的考订记事，比旧的史考进步科学，但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史考，所以对文献中诬蔑
农民起义之类的荒谬记事，仍不作考证，有时还制造混乱，继续歪曲史实。
只有批判地吸收传统考据学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订文献中的记事，才能考
清楚史事的真相，找出合于历史实际的记载。
    校勘学的功用  现存历史文献经过辗转流传，其中文字错漏甚多。
近人章钰用各种宋本校订胡刻《资治通鉴》正文，校出“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
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
关系史事为尤大。
”陈垣校勘《元典章》，也校出错误12000余条。
古籍文字形成错漏的原因，大致有五：    (1)保存文献，难免火烧水湿。
虫蛀鼠咬，致使字迹不清．原件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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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章句相涸，上下谬乱。
特别是古代的简策。
编连的牛皮条或丝绳一断。
即易错简脱简。
    (2)传抄翻刻古书。
难免笔误。
所谓“书三写，鲁成色”，“亥”变为“豕”，“焉”变成“马”。
抄书时常因形似而误，音似而误，在两行按续之间。
则易看错前后行字句，致使衍字、脱字。
    (3)后人抄书、校书或注书时，对某些文句妄加猜测，擅自改动。
如《史通·申左》云：汉之太史，晋之著作，彝成国典。
时号正盲。
既而《先贤》，《智旧》，《语林》、《世说》，竟遣异端，强书他事。
夫以传自费巷，而将斑马抗衡。
访诸古老，而与干(刻本误作子)孙并列。
斯则难矣!    清代浦起龙作《史通通释》。
见“而与子孙并列”，发觉不通，便将“子孙”擅改为“同时”，又将“班马”改为“册府”。
李慈铭正确指出，浦氏“不知‘班马’字承上之‘汉之太史’句；‘子孙’当作‘于、孙’，谓晋之
干宝撰《晋纪》，孙盛撰《晋阳秋》也；承上‘晋之著作’句”，因而这是“专臆恣改”。
    (4)因避讳而改字。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对当代君主、父母或所尊崇的圣贤，不得直书其名，必须用改字、缺笔或空字的
方法加以避开，是谓避讳。
这是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废止。
由于避讳，又去追改古书。
历代官名、地名、人名随着各朝避讳而多次改动的甚多。
这就给古书文字造成了混乱，既带来了阅读的困难，又改变了原书的旧观。
    (5)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有意义窜改文献。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修《四库全书》。
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思想，巩固清朝的统治，不但全毁、抽毁大批所谓“违碍悖逆之书”，又对保存
下来的许多书籍加以“酌量改易”、“改定字句”。
于是连宋、明人著作中的“金贼”、“虏廷”、“人寇”等用字，也都被窜改为“金人”、“北庭”
、“人塞”，以免引起汉人的民族意识。
  古籍文字有误、漏、衍、倒，含义就会有所出人，以至完全不同，既破坏了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又
使所载史事晦暗难明，甚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吕氏春秋·察传》篇载的卫人将“晋师己亥涉河”讹为“晋师三豕涉河”，含意就完全不同了。
又例如清初的顾炎武，富有民族气节，坚持做明的遗民。
据清初抄本，他的《日知录》中称明朝为“我朝”、“本朝”，称明初为“国初”。
但后来通行的刻本，都改为“明代”、“有明”、“先朝”、“国初”了。
这就窜改了《日知录》的真面目，抹杀了顾炎武的民族立场。
所以，“书不校勘，不如不读”。
从文献中收集起来的史料，必须加以文字校勘，才能放心利用。
    版本学的功用  《校勘学释例》将校勘方法总结为4种：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
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这种校法是对比异同，发现问题，以便设法分辨是非，去伪存真。
它要求多收集些不同的版本来相互比较。
由于文献中的文字讹舛多是在翻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因此一般说来，原本或初刻本是错
误最少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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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最后的翻印本，由于经过认真的校订，也可能是错误最少的版本。
所以对比校勘，不仅要依靠最原始的或较原始的版本，而且要依靠经过认真校订的可靠的版本或错误
较少的版本。
这样，研究古书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的版本学，就成为历史文献工作特别是校勘工
作必要的一门学问。
而辨伪、目录学也离不开版本学，因为伪书的辨定，往往可以从版本上找到根据，而目录的内容之一
就是备列各书的版本情况。
    辨别文献本身的真伪，校勘文献中的字句，实质上也是考订文献中所载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
因而辨伪书、辨伪事、校勘，又统称之为考据，它们都必须信而有据。
传注大致也属于考据。
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是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分支学科。
由这些分支学科组成的历史文献学指出了从文献中收集史料的门径，又闻述了鉴别史料、确定其来源
、性质、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的方法，对于充分地、详细地占有信实可靠的史料，起着不可缺少的作
用，因而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门。
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依据，文献学的不断完善，为历史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节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    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服务  历史研究要占有
史料，但并不是搜集到史料并弄清其真伪就算完成历史学的任务了。
历史科学要从总体上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景象，又要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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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涌现
。
杨燕起、高国抗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的。
经过十多年的检验，这部书已经成为高校教学中颇具影响力的基本教材。
最近经过修订，又即将以新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了。
在新版印行之际，再次拜读全书，对其价值又有一些新的体会。
    首先，是全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
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一个侧重点。
上编为概论，从历史文献学的定义讲起，直至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均一一
扼要阐发。
中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从先秦两汉到20世纪，时间跨度非常大，作者抓住重要人物、重要典籍
和重大事项，将基本线索梳理得清清楚楚。
下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或基本知识，系统介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传注等若干方
面的原理和内容。
这样的篇章安排，条理很明晰，既有纵线条的描述，又有横切面的揭示，加上概论，历史文献学的基
本内容就显现出来了。
    其次，是具体表述简要得体。
历史文献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在教材中写什么，如何写，是不能不反复斟酌的。
十分难得的是，各位作者对自己承担的章节，都认真下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工夫，尽量深入而浅出，写
出要点，写出特色来。
比如叙述近现代的历史文献学发展状况，对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介绍他们的学术
活动，评价他们的文献学成就，可以使大家从这些时代较近的人物身上，感受到文献学的具体工作有
哪一些，有的还可以继续去做，这对初学者的启迪作用相当大。
又比如叙述文献学的现状与前景，强调历史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对青年学子来说，这是很迫切
又很现实的任务，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促使他们走上文献学研究之路。
至于文献学基本知识的叙述，各个门类都能在不太长的篇幅内讲得清楚明白，是甚得编纂要领的。
    复次，是全书注重理论阐发，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
三编之中，概论部分基本上是前人很少系统论述过的问题。
如第二章《历史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文献学的繁荣、历史文献学所体现
的民族文化特征、其他文化成就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加以阐发，能促使大家对二者的关
系予以深思，将以往的历史文献学放到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把握。
第四章《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则从历史科学研究与历史文献资料、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
助学科等四个方面加以阐发，给学科定位，这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是一次积极的探索。
中编和下编中，也有不少过去为人所忽略的问题。
如20世纪前期索引事业的提倡者与组织者洪业，是文献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以往未予充分注意，
中编设专节介绍，使他在文献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
在基本知识的介绍中，作者将史源学、藏书史等内容纳人大家的视野，也反映出这部书的学术眼光是
很高的。
    在上述长处之外，全书还有不少地方可以启人思绪，引导人们向深处开掘。
如学科定义的确定性、研究领域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目的的多元性以及研究前景的广
阔性诸点，便是我们近日拜读此书后，感到还可深人论述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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