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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是一套大型丛书，专门收录学术文化类研究论著，《东亚坐标中的书
籍之路研究》由相关领域权威专家遴选组稿，由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出版，旨在全面反映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的丰富科研成果，有效推动我国当代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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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北京大学教授，历任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
日本史学会副会长，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文部省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等担任客座教授、研究员。
专事中日及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倡导“书籍之路”理论，出版各类著作36部（其中国外1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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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可见，从宋本、郑氏本“诗文”部分的异文来看，基本可以判断郑氏本非《初学记
》原貌。
另外，就“叙事”部分而言，郑氏本也不尽符合《初学记》的一般体例。
《初学记》“叙事”通常先解释字义或阐释词条的内容、性质，后列举相关文献作进一步说明。
宋本卷二十八李第一，“叙事”首条为“许慎《说文》日：李，果也，从木子声。
杼，古文李”，解释字义。
而郑氏本首条则为“《毛诗》日：何彼裱矣，华如桃李。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只是单纯罗列资料，没有解释“李”为何种植物。
宋本卷二十八柰第二，“叙事”首条引“《晋起居注》日：嘉柰，一蒂十五实，或七实，生于酒泉”
，郑氏本则为“《西京杂记》日：上林苑有白柰、紫柰、绿柰”。
宋本说明柰这种果实的结果情况，郑氏本则是说明柰的种类，从解释事物的一般顺序而言，似以宋本
为佳。
其他几个子目亦是如此，宋本或引《说文》、《尔雅》，或引《诗义疏》，解释相关事物，而郑氏本
则多引《毛诗》，且诗句内容基本没有说明相关事物的作用。
 《初学记》的“叙事”不是简单的资料汇辑，而是经过精心编撰，把相关文献连贯起来，成为一篇文
章。
《四库全书总目》即言：“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
”笔者以为，宋本卷二十八果木类各子目“叙事”部分，各条目之间有较强的逻辑性，大体先解释字
义，次引相关文献介绍果木的种类、种植范围、贡奉等情况，最后则指出食用果实的功效及相关禁忌
。
如宋本李第一，先引《说文》解释字义，次引《尔雅》、《西京杂记》、《汉武内传》、陆翔《邺中
记》等介绍李的种类，又引《盐铁论》说明桃李与农业收成的关系，最后引《本草》介绍食李有“除
固热”、“调中”等功效。
宋本柰第二，先引《晋起居注》介绍柰为何种果实，次引《西京杂记》、《汉武内传》、《广志》介
绍柰的品种，再引《本草》指出柰味苦，病人不可多食。
而郑氏本“叙事”各条目之间关系较为松散，更像简单的罗列资料。
郑氏本“叙事”所引各条目多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从郑氏本“诗文”部分多引《
艺文类聚》加以补足来看，郑氏本很可能从《艺文类聚》摘录数条文献，略作编辑而成。
 从宋本、郑氏本异文情况来看，郑氏本所据底本残缺十分严重。
如宋本卷二十八李第一“事对”有【采春山沉寒水】，郑氏本“事对”有【玄泉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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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依据王勇教授首创的“书籍之路”理论，从多元的视角、以丰富的案
例，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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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