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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
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
。
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
的文集。
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
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
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
，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
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
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
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
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
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30年。
30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人图书馆学的殿堂。
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
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
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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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收作者1984年以来发表的论文近20篇，内容涉及文献学与目录学方面，详细总结了近百年来中
国文献学的发端、发展及所取得的成绩，论证了现代文献学的建立、内容与学科体系，对一些重要文
献学家、文献学史及史志书目等专题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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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余光，安徽无为人，1959年生。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信息管理系），后师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张舜。
徽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3年任教授，1995年兼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1996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
现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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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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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献整理是一项由来已久的工作，也是传统文献学研究的课题。
文献之所以需要整理，是由于文献在流传和积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
这些问题主要有：（1）文献原本性、完整性和真实性问题；（2）文献是否具有普遍的可读性。
解决这些问题是文献整理的主要任务。
在这里，文献学是把文献整理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讨论的，这种讨论旨在建立一套系统的文献整理
的思想与方法。
前人整理文献，重视广泛搜求材料，反对主观臆测，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实事求是，并且能以
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对待文献遗产。
这些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总结前人文献整理的方法，主要有辨伪、版本、校勘、辑佚、标点、注释、翻译等，这些方法主要是
要解决文献的“言”与“义”的关系问题，整理者要证实文献中的“言”的确实性，然后再求这“言
”所蕴含的确实的“义”。
这样就有一系列问题牵连在一起，如文献中的“言”是不是原本的、真实的、完整的，这就有辨伪、
版本、校勘、辑佚等方法。
文献中的“言”应如何解释，是求其作者的本义，还是借“言”来发挥解释者的思想，这就有了标点
、注释和翻译等方法。
证明“言”的真实性、原本性、完整性，是文献整理首先要进行的工作。
整理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提出疑问，然后在根据疑问去广泛寻求证据，以证明自己的疑问正确与
否，我们把文献整理的这一过程称之为文献的实证。
在证实“言”的可靠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整理工作是对“言”的解释，所用的方法如标点、注释、
翻译等，我们把文献整理的这一过程称之为文献的解释。
文献整理要达到的一个总体目的，就是确定文献原文的真实可靠性，方便人们理解和利用原文。
文献实证是通过辨伪、版本、校勘、辑佚等手段，力求恢复文献的原始面貌和内容的真实性，使之成
为人们研究和利用的真实可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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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献学与文献学家》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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