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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文史——这里是就其广义的概念而言——的研究必须以尽可能丰富的、可靠的文献为依据；
现代文史的研究当然同样如此。
这已是文史研究者的常识，但同时又是努力的目标，而不是已然存在的普遍的风气。
这种现象的造成，固然有研究者的主观上的原因，但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量基础性的文献汇辑、
整理、研究的工作尚未进行，许多课題的研究者都像处于特殊困境的钢铁工人，得自己去寻矿开采，
这又如何受得了？
我们所在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想为某些文史研究者免去一点寻矿开
采之劳。
所收书籍的类型和性质不拘一格，但都服从于这一目的。
我们不敢保证这些书在内容上一无瑕疵，但却敢于保证其必然出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而且其在
学术上的价值必然远远大于其或有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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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史——这里是就其广义的概念而言——的研究必须以尽可能丰富的、可靠的文献为依据；
现代文史的研究当然同样如此。
这已是文史研究者的常识，但同时又是努力的目标，而不是已然存在的普遍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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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正文又另起一行。
所以在长篇小说中，删除这样的插入诗、插入故事，是比较容易的①。
而且删除这些部分，对故事内容的展开没有特别的影响。
而如果为了使文章简略化，直接改动正文，就可能影响故事内容。
若不讲究删减方法，有可能造成文意不通。
比起插入诗、插入故事，删减正文是更繁琐的工作。
所以，夷白堂本与周曰校本等二十四卷系统诸本相比，并不是特别简洁。
确实刊行夷白堂本时，考虑到了节约成本。
所以夷白堂本删减了正文。
但这种删减只局限于比较容易实行的插入诗、插入故事中，并没有特别繁琐地对正文进行缩减。
（四）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卷数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二十四卷系统诸本中，夷白堂本最接近周曰校
本，而夷白堂本成书比周曰校本晚。
至于刊行年代，嘉靖本为嘉靖元年，周曰校本是万历十九年，夷白堂本是万历三十年代后半期。
因此，比起夷白堂本，周曰校本更接近现存最古老的版本嘉靖本。
而从卷数上来看，周曰校本十二卷，夷白堂本与嘉靖本一样都为二十四卷。
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两个特点呢？
对照前面的系统图，有以下两种可能性。
一个可能是：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为十二卷，每卷二十则，在嘉靖本成书过程中，十二卷每卷
被分为两卷，每卷十则。
周曰校本继承了十二卷每卷二十则的形式。
夷白堂本则是二十四卷的形式。
另外一个可能是：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原本为二十四卷，每卷十则。
嘉靖本继承了这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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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0年我还是个在读博士研究生。
这年夏天，我去上海的复旦大学留学。
读硕士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三国演义》的版本，在复旦大学的学习就是很难得的机会。
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导师章培恒老师的指导和很多中国朋友的帮助，我获得了很大的成果。
过了一年，1991年夏天我回国后花费两年的时间，写成了博士论文《（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
三国志演義版本①研究》），1998年修订博士论文，出版了《（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版本①研究
》）一书。
这本书是用曰文写的，也是在日本出版的，出版册数也不多，所以很多中国学者不能看到这本书。
我觉得有些遗憾。
1991年我回国后，一直没有去中国的机会。
但是，2001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周文业先生的电邮。
周先生要开“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他邀请我参加该会。
因为十年来没有去过中国，而且以前没有参加过中国的学术研讨会，所以我有些担心。
但是我终于去了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并在会议上认识了很多中国学者。
以后，我每年都去中国参加在中国內地举行的研讨会。
在会议上，我每次都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与会的学者们也给我很多有意义的指教。
我认为，我研究的是“中国”的文学，只在日本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定不够，应该也在中国发表自
己的观点。
所以这几年写论文，不仅在日本，而且翻译成中文后也在中国发表了。
但是很可惜，还没有给中国学者介绍拙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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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研究》：光华文史文献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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