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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献学新编》对涉及文献学的诸如记录文献的载体，文献的体裁，文献的体例以及文献的
版本类型，鉴别方法等等作了详细的阐述。
书后还附有大量关于中国文献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全书内容丰实，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科学性、系统
性及知识性，从中读者可对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有一个完整系统的了解。
　　综观我国文献学理论，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较迟，&ldquo;术先学
后&rdquo;，本是符合我国古典理论发展规律的，我国封建社会注重经学，注重词章，理论一门从来就
比较薄弱，文献学更其如此；（二）文献学中各个门类理论发展得不平衡，一些技术性、实践性比较
强的门类，理论比较贫乏，而像校雠，目录、方志诸门，历史悠久，各界的理论也较丰赡。
（三）理论与实践联系比较密切，中国文献学理论，都是从文献研究与文献整理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及其形成一种学说之后，又回过来推动和指导实践。
这是中国文献理论的优秀传统和显著特色，是值得珍惜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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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湛侯，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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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文献编纂形式的体裁　　（一）文书 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文字图籍
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mdash;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
行盟誓的约信文书。
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
盟书又称&ldquo;载书&rdquo;。
《周礼&middot;司盟》：&ldquo;掌盟载之法。
&rdquo;注：&ldquo;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
。
&rdquo;当时诸侯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活动，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在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
盟者各持一本归，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
出土的侯马盟书计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56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
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
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吐鲁番文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公元4&mdash;14世纪）这一历
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
主要是汉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番文等。
19世纪末，在敦煌文书被劫掠的同时，吐鲁番文书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等国人的掠夺。
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颇引入深思和注视。
20世纪中叶，我国考古学者黄文弼两度赴该地考察发掘的研究成果，至1954年始发表于中国科学院出
版的《吐鲁番考古记》中；自1959年起，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十余次大规模发掘
和清理，写成的发掘报告和文书简介，在70年代后期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吐鲁番文书就
其性质可分为以下4大类：（1）公府文书 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2）
私人文书 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
（3）古籍 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4）佛教经论、道教符篆、醮辞经文以及其他宗
教的文书和典籍。
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其中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诸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
　　敦煌文书 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5&mdash;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
1900年道士王圆篆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
1944、1965年又续有发现。
遗书总数超过4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遗书多为卷轴式，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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