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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孟复先生学养深厚，精于国学，晚年尤致力于古籍整理与研究，建树非凡。
本书精汇吴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编集《古书读校法》、《训诂通论》、《古籍研究整理通论》三部力
作，广博、细致地介绍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阅读、研究、整理的原则与方法，对于古籍版本、训诂
学、古文校勘与欣赏等方面都进行精准、生动的讲解。
读书、治学必有其方，本书为后学者研究整理古籍提供了规范性指导，亦可为一般读者学习古代诗文
、阅读国学典籍做出深入浅出的指示与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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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孟复（1919—1995），安徽著名学者。
早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的治学方法与风格。
解放前执教于上海诸大学，解放后任教于合肥、淮北两地高校。
著作十部，论文百篇，广涉语言文字、文学、文献学、语言教学、古籍整理以及古诗文写作等领域。
学既专门，见又独到，为中华学术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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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古书读校法》　第一章  治学与读书  　第一节  治学的途径与方法  　第二节  治学与积累资料  　第
三节  怎样才能读懂资料  　第四节  读哪些书  　第五节  怎样读书  　第六节  怎样查找资料　第二章  古
书的目录与版本  　第一节  书目的历史、作用与分类  　第二节  善本书及其鉴别方法　第三章  丛书、
类书及经史要籍  　第一节  丛书的种类与功用  　第二节  类书的体制与作用  　第三节  “十三经”及
其注本  　第四节  古代史籍与“二十五史”  　第五节  “十通”与“会要”　第四章  辨伪、辑佚与校
雠、训诂  　第一节  辨伪与校雠  　第二节  辑佚与辑佚书  　第三节  训诂方法的要点  　第四节  故训与
新解　第五章  诗词的阅读与研究  　第一节  诗词的阅读与欣赏  　第二节  怎样研究诗词《训诂通论》
　绪论  　第一节  为什么要学训诂学  　第二节  为什么既要尊重故训，又不能墨守故训  　第三节  用
训诂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章  训诂及其历史  　第一节  训诂释名  　第二节  训诂与传注  　第三
节  实用与理论  　第四节  训诂的历史与经验　第二章  训诂与文字、音韵  　第一节  训诂与文字形体  
　第二节  训诂与古音声韵　第三章  训诂与词气、文法  　第一节  必须分清字、词及合成词的构词方
式  　第二节  必须分清词之虚实及词义通别  　第三节  必须体会文理、语气，注意修辞特点　第四章  
训诂的方式、方法  　第一节  代言与义界  　第二节  形训、声训与义训  　第三节  训诂用语示例  　第
四节  古书校注述例《古籍研究整理通论》　第一章  语言与文学  　第一节  言能尽意  　第二节  语有
达诂　第二章  辑录与考辨  　第一节  辑录  　第二节  考辨　第三章  版本与校勘  　第一节  校勘之益  
　第二节  校勘之难  　第三节  校勘之要　第四章  章句与标点  　第一节  句读与意义  　第二节  讹误之
缘由  　第三节  句读之妙  　第四节  句读之要　第五章  语义与注释  　第一节  注释之难  　第二节  误
释之由  　第三节  释词之要　第六章  篇章与教学  　第一节  篇章语言之妙  　第二节  词语使用之妙  　
第三节  层次衔接之妙  　第四节  转折分合变化之妙  　第五节  奇偶之妙  　第六节  声调之妙  　第七节
 因时立言之妙　第七章  分析与欣赏  　第一节  诗词语言艺术  　第二节  散文的语言艺术  　第三节  诗
词鉴赏  　第四节  散文赏析附录  附录一  略谈文史工具书的使用  附录二  古代辞书简说  附录三  丛书校
点注释通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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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治学与读书　　第一节　治学的途径与方法　　做学问要读书，读书要识途。
所谓识途，就是掌握途径与方法。
近年来，有些青年同志垂询及此。
我想起：早年也曾向柳翼谋（诒徵）先生问过；柳先生说他也问过缪筱珊（荃孙），筱珊教他读《说
文》与《汉书》，依而行之，颇有效益。
经过几十年，我体会到：讲《说文》，意指文字训诂；讲《汉书》，意指目录、校雠与典章制度（大
都包括在“十志”中）。
这涉及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个方面。
　　但是，使我耳目一新的，还是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之时。
本来，我早已从戴东原（震）、姚姬传（鼐）的文章中，知道“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之说，
只是领会并不深，甚至是错误的。
读了郭书，我才知道：讲义理，就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郭沫若的成就就是由于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因而度越前人。
至于考据，则指资料的搜集与鉴别；而词章，则指文理、文法，包括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所说的
各点，这是读懂资料的前提。
古人把义理、考据、词章理解为汉学、宋学、古文，显然不当。
　　几十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在实际工作中，体会日渐深入，益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与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正是一致的。
　　基本理论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各个学
科的基础理论。
如治史学要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治元明戏曲的要懂得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
学术的分类很多，各科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是科学的分工，分工愈精，研究愈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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