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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持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是学校“211工程”项目的内容之一。
所谓“211工程”，是指国家在2l世纪重点办好100所左右的大学，使这些大学不仅成为国内高校的龙
头，而且在世界同行中也应有重要的影响。
科学研究是办好大学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系承担的这个书系，正是在我校列入此项工程之后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将它
视作学校整体建设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历史系的建设，也关系到学校科研的整
体发展。
这么说是不是我们有点自言其重了 ？
也许不排除这种想法，但更多的是我们从学校和历史系双重角度着眼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中央民族大学从1951年建校开始，历史系（1956年设置）就成为学校比较有特
色学科的组成部分，它在学校发展中以培养优秀人才和科研见长，并形成自己的特点，即使在今天人
文基础学科不太景气的时候，历史系的厚重学术和踏实学风仍旧得以保存。
我们希望这种风气持续下去并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中央民族大学是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起家并形成特色的，现在我们虽然朝着综合性大学全方位发展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长项和特色仍然是学校长久持续的核心内容，历史学、民族学、民族语言文
学这些特色学科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巩固。
所以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作为学校“211工程”的组成部分也就顺理成章地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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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本系于1983年油印，名为《史学方法讲义》，迄今仍作为该课教材使用。
贾先生捐馆后，陈燮章先生承担此课。
陈先生曾在图书馆工作18年，对历史文献整理、研究颇有心得，尤其对汉籍民族文献，收罗更广，于
教学大有裨益。
1990年我有幸留系任教，系领导考虑陈先生将要退休，布置我随陈先生听课，准备历史文献学课程讲
义，以便将来接替陈先生。
1993年，陈先生退休，将多年收藏的百余册文献学方面书籍及讲义一并给我，以供我备课或修改讲义
之用。
10余年来，教学相长，所修订的讲义，几近原来的3倍，终可成帙。
但该讲义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凝聚着贾先生、陈先生的心血，是我们三代师生多年教学
、科研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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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令志，满族，内蒙古赤峰市人，1964年7月生，史学博士，曾留学日本，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
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民族史、满文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专著有《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等，译著有《横跨内蒙古高原考察记》、《云南民族生态志》、
《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合译）等，参加编纂《北京市志·民政志》（副主编），执行主编《
清史论集》等，已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和部委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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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目录学第一章目录第一节目录之功用一、入门之学二、鉴核古籍三、利用者之功用第二节
目录学之体例一、篇目二、叙录三、小序第三节目录之分类一、《七略》及七分法二、四部分类法第
四节目录学源流一、官家目录二、私家目录三、史家目录四、补史目录五、方志著述目录六、专科分
类目录第二章经部第一节经学历史一、古代六经二、孔子之六经及经学三、秦火前后之经学四、两汉
之经学五、魏晋南北朝之经学六、隋唐之经学七、宋代经学八、元明经学九、清代经学第二节经部类
目一、易类二、书类三、诗类四、礼类五、春秋类六、孝经类七、五经总义类八、四书类九、乐类十
、小学类第三章史部第一节史部源流第二节史部类目一、正史类二、编年类三、纪事本末类四、别史
类五、杂史类六、诏令奏议类七、传记类八、史钞类九、载记类十、时令类十一、地理类十二、职官
类十三、政书类十四、目录类十五、金石类十六、史评类第三节史籍体裁变革及新体裁史籍一、古代
史新体裁史籍举要二、近代史新体裁史籍举要第四章子部第一节周秦诸子一、儒家之属二、道家之属
三、法家之属四、名家之属五、墨家之属六、纵横家之属七、杂家之属八、农家之属九、小说家之属
第二节子部类目一、儒学类二、兵书类三、法家类四、农家类五、谱录类‘六、医家类七、天文算法
类八、术数类九、艺术类十、典故类十一、小说类十二、杂学类十三、道教类十四、佛教类十五、其
他宗教类第五章集部一、楚辞类二、别集类三、总集类四、诗文评类五、词曲类第六章民族文字古籍
文献第一节古民族文字文献一、怯卢文文献二、焉耆－龟兹文文献三、于阗文文献四、突厥文文献五
、回鹘文文献第二编 版本学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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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下具体介绍部分地理类书籍：　　A．总志之属　　通代：《地理书抄》，南齐陆澄辑，梁任
防辑二种。
　　断代：南北朝时后魏之《大魏诸州记》。
唐朝有李泰等撰《括地志》8卷、李吉甫《元和郡县志》40卷等。
　　宋代有乐史撰《太平寰宇记》200卷，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10卷，欧阳（文心）撰《舆地广记
》38卷，祝穆《方舆胜览》70卷。
元代有札马拉丁、孛兰盼等撰《大元大一统志》1300卷，已残。
《玄览堂丛书续集》、《字海丛书》第十集，各收不同的残卷。
明任陈循等撰《寰宇通志》119卷，撰就于景泰帝时期。
后明英宗复辟，李贤等重修《明一统志》90卷，用以抵消《寰宇通志》，实出于政治上争夺皇位之需
，并非前志不可利用。
清代有几部有名的地理著作，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不分卷），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
》130卷，均属考证精良之书。
后有许鸿磐作《方舆考证》200卷，此书补顾祖禹书之遗漏，又订其讹谬。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敕撰《大清一统志》500卷，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敕撰《大清一统志
》560卷，此二部官修一统志，甚有价值。
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成于明嘉靖年间，中有非洲国家，虽比例不够精确，
然为目前世界发现最早之世界地图。
清因引用西方算学，所绘十三排图非常精确。
谭其骧先生主持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我国历史地图之集大成者。
　　B．方志之属　　方志指各省志以下之地方史志，全国性质者为一统志。
现已查明古籍方志近万种，全国各有关单位通力合作，已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国内外现
存方志，多被著录，检索各省通志、府州厅县志，乃至乡土、里、镇、卫、所、关、岛屿等志时，可
翻该目录，因其分省、按地区著录，故便于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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