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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是文化的载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对历史文献的研究。21 世纪以来，历史文献学研

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成绩斐然。学术研究总是如此，越是研究日趋深入，越是要在理论

上进行反思、要在具体问题上拓展深化。本组三篇文章，既有对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的总结与前

瞻，又有在具体问题研究上的深化。周少川先生的文章高屋建瓴地梳理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历

史，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内涵问题，即学科的基本理念、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学科的

运作保障等，并在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向度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看法对于持续推进历

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吕亚非副教授的论文分析了陆心源 《仪顾堂题跋》在版本学上的

贡献，看似是具体研究，实际上以小见大，揭示了古代文献学家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造诣，弥补

了相关研究的不足。胡晨光博士的文章吸纳西方 “新书籍史”研究的方法，将叶启勋的藏书活动置

于社会史的视野下进行讨论，打破了传统藏书史研究的局限，拓宽了藏书史研究的思路。该组文章

从理论探讨到具体问题分析再到新方法的运用，均深化了历史文献学研究，值得关注。

21 世纪以来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
的内涵与发展向度

周少川

(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20 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确立于 80 年代。历史文

献学学科建设的内涵包括学科的基本理念，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以及关于学科的运作和保障。当前历史文献学

的学科发展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认准学科定位，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不断优化学科环境; 要遵循学科发展规

律，将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古籍整理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学科的发展要从古籍整理的实践中汲取精华，

并通过古籍整理实践来实现文献学的学科价值和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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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的

研究呈现可喜的局面。国家启动了古籍保护计

划，《中华大典》《儒藏》《清史》《中华再造善

本》《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编纂等重大文化工程

全面开展，出土文献的研究、数字化技术的运

用、域外汉籍的搜求和出版，古籍整理和古文

献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历史

文献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学科建设不断推

进。学科是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分化和整合而形

成的，有的学科是科学分化所产生，有的则是

·1·

2019 年 7 月 枣庄学院学报 Jul. 2019
第 36 卷 第 4 期 JOUＲNAL OF ZAOZHUANG UNIVEＲSITY Vol. 36 NO. 4

① ［收稿日期］ 2019 － 05 － 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 ( 项目编号: 11＆ZD109)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周少川 ( 1954 － ) ，男，广东汕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原会

长，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藏书史研究。



由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整合生成的。在学科发

展的过程中，学科内部和学科的外部环境有着

多重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历史

文献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特色的学科，认识其

学科发展的历史，把握学科建设的内容与特点，

了解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会使本学科的创新建

设更富有成效。
本文拟就新世纪以来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

和发展略陈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历史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正如白寿彝先生在 1981 年所说的: “对于历史

文献的整理、研究，很早就有了。我们可以说，

就在这个时候，历史文献学就开始出现了。但

如果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要求，现在还正在建

设中。”［1］( P510) 在我国古代，自孔子整理、编纂

《六经》始，就已经有对文献整理研究的实践

了。数千年以降，历代文献学家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也遗存下大量的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
不过只有进入 20 世纪后，才真正出现了以近代

学科理念建设文献学学科的探索。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开始问世。
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学家则在文献考据

的工作中，为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扩展了范围，

充实了内容。特别是陈垣先生，在目录学、校

勘学、避讳学、史源学等专学中，以其示范性

研究，总结法则和范例，为文献学学科的建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顾颉刚先生在古书的辨

伪方面、陈寅恪先生在中外历史文献的结合利

用方面，也分别推动了文献学学科的建设。
然而，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立，是由白寿

彝、张舜徽、刘乃和先生等前辈学者来完成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和国

务院，号召“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

产继承下来”; 教育部提出了 “救书、救人、救

学科”的一系列有关古籍整理研究和培养整理

人才的方案［2］( P143 ～ 156) ，时代赋予了文献学学科

建立与发展的良机。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

历史文献学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在学科建设方

面，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吴枫先生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在 1982 年出版，二书在数

十年文献学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对有关古文献

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

勘与流通阅读以及类书、四部书、丛书、辑佚、
辨伪等作出了较系统的梳理，建立了初具规模

的文献学学科体系。刘乃和先生则从历史文献

的繁富、历史文献的作用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

意义、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文献学发展史

等方面，阐述了学科的专业知识和主要理论问

题［3］。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对文献学学

科涉及的对象、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尤其是白寿彝先生，更是对文献学的

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在理

论上构建了运行系统的框架。他认为历史文献

学的学科内容可分为理论、历史、分类学及应

用四个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包括: 历史和历史

文献的关系、历史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

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
历史文献和相关学科等问题［1］( P558 ～ 559)。另外，

白寿彝先生还谈到了研究历史文献学的意义，

以 及 历 史 文 献 和 历 史 文 献 学 的 发 展 史 等 问

题［4］( P567) ，提出了学科研究的提纲，为历史文

献学建构了理论框架。
此后，关于历史文献学学科构建的论著逐

渐增多，以“历史文献学”“古文献学”“文献

学”“传统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多达十余种，而

关于文献学各分支学科的论著、讨论文献学基

本理论和学科体系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些

论著充实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内容，深化了学

科理论，推动着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完

善。

二、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内涵

新世纪以来的近 20 年时间，随着我国学术

的繁荣，有关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呼声日高，

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学科建设的内涵

的认识却不甚了了，从而造成了定位模糊、名

不符实、体系失范等弊病，影响了学科建设的

迅速发展。因此，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

设时，有必要对上述问题作以下简要的探讨。
首先必须看到，学科是按科学性质而划分

的门类，是在科学的发展中不断分化或整合而

成的。以历史文献学而言，则是整合了多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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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而形成的一门颇具综合性特色的学科。对于

这门综合性学科的建设，规范其学科范畴、认

清其建设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文献学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如何形成其独特的学科范

式呢? 从学科建设的层面来看，至少有三个层

次。一是关于学科的基本理念，二是学科知识

和理论的体系，三是学科的运作保障，也即学

科制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的建设等等。
第一，学科的基本理念。至少应包括历史

文献学研究的对象、研究任务，以及历史文献

学学科的定位等三个方面。对于历史文献学的

研究对象和任务，前辈学者也多有阐论。比如，

张舜徽先生在 1980 年发表的 《关于历史文献的

研究整理问题》一文中，开篇就讨论了 “何谓

文献? 它的概念，整理对象是什么?”这个问

题。他对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还有两点重

要的界定: 一是不能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
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文献。区分的界限在

于出土文物上有无文字。有文字的出土文物，

这些文字可称为文献; 无文字的实物，则应属

于古 器 物 学 的 研 究 对 象［5］( P6 ～ 8)。二 是 指 出，

“‘历 史 文 献’四 字，自 可 理 解 为 ‘古 代 文

献’”［5］( P24)。即将 “历史文献”理解为历史上

出现的文献，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确认为

古代文献，从而纠正了那种以为历史文献学只

以史部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偏狭观念。张先生还

阐述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研究任务，他说:

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主要是对那些

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

( 包括甲 骨、金 石、竹 简、帛 书 ) 进 行 整

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

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

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

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

节省时间，使之不走弯路错路，这便是研

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职责。［5］( P8 ～ 9)

近十年来，还有一些学者继续讨论了研究

对象的 问 题，例 如 董 恩 林 将 此 进 一 步 确 认 为

“文献的文本形态”［6］( P11 ～ 19) ，这是对研究对象

的新看法和新解读。

学科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领域，

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独立的

学科特色。因此，研究对象是学科基本理念的

重要问题，当前对于文献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依然存有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空间。
对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定位，历来有一种

不太妥当的看法，将其看作历史学的辅助学科。
按照张舜徽等先生所言，历史文献自可理解为

古代文献。由于古代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

根据，因此，研究古代文献的历史文献学自然

是历史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与历史学有

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而不是外在

的辅助关系。从历史学学科体系的组成标准来

看，即有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史、中

国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学科，也有以历史学

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史、史学理论等学科，

而历史文献学则是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

科。综上所述，在目前 “文献学”还未能成为

一级学科的情况下，无论从历史文献学与历史

学的渊源关系而言，还是从现行学术管理体制

规定的学科体系而言，将历史文献学定位为历

史学的分支学科应是比较妥当的做法。
第二，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自白

寿彝先生提出历史文献学应包括的四部分内容

之后，很多历史文献学专著都将学科理论、学

科历史、专业知识作为学科体系的基本组成部

分。目前看来，这种结构还是合理的，但是各

部分之中的具体内容仍然值得讨论。
首先，要改变文献学科轻视理论建设的偏

见。对于文献学的理论探索，历来有一种偏见，

认为文献学研究只有方法，没有理论，也不需

要理论。受此影响，多年来文献学的理论建设

比较薄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因为从根本上

讲，文献学研究的实践，如果没有理论总结，

就不可能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和系统化的

传承，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创新发展。在这方面，

陈垣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众所周知，中国

古代的校勘成就显著，尤其是清代的乾嘉考据，

更是硕果累累。然而，对于校勘之学则未有系

统的学理总结。当时学者提出的所谓内校、外

校、死校、活校，众说纷纭，却无一足以全面

准确地概括校勘之法。只有到了 20 世纪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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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陈垣先生在 《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才用

近代科学的理论，将校勘方法概括为对校、本

校、他校、理校的“校勘四法”，使得校勘学成

为一门可以传承，并藉以不断创新的专学。由

此可见，理论建设并不是苍白空洞的说教，而

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法门。除了立场、观

点、原则等一般性的指导理论外，更多地是从

纷繁复杂的专业知识中对法则和学理的提炼，

因而应引起充分的重视。
学科理论的内容一直比较薄弱，需要加以

充实。总的来说，学科理论应包括本体论、认

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本

体论主要在于文献观，要解决文献概念、文献

的本质和特征、文献的形态、文献的价值和功

能等主要问题。
文献学的认识论，要明确学科的定位及文

献学的学科结构; 要讨论文献学本身及所属各

门专学 ( 目录、版本、校勘，等等) 的研究对

象和任务、实践意义和历史发展规律; 要思考

文献学与传统文化、文献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等

课题。
文献学的方法论，要研究文献学的传统方

法，文献学与边缘学科、相关学科的关系，文

献学对当代科技成果和国外文献学研究方法的

吸收等问题。要考虑如何利用当代科学技术成

果、引进相关学科和国外文献学学科的理论与

知识来更新我国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

考虑如何改进和发展文献学研究的传统方法。
历史文献学的专业知识则是关于分支学科

的阐述。有的学者将许多学科作为历史文献学

的分支学科，泛化学科的范围，从而模糊了学

科的边界，淡化了学科的特质，不啻抹煞了学

科。我认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只包括目

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等六门专

学。其他的一些专学，应分属于边缘学科和相

关学科。
所谓边缘学科，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学

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同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

都有交叉关系的学科。比如，以文献学和图书

馆学为基础的典藏学。据此而论，典藏、编纂、
考证、史源、避讳等专学皆应属于历史文献学

的边缘学科。而文字、音韵、训诂、金石、档

案等专学则应属于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
第三，关于学科的运作和保障。其中包括

了学者的职业化、固定的教席和教学培养计划、
学位点、学会组织、专业期刊，以及与之配套

的学术制度等等。如果说第一、第二层面主要

是关乎学科建设的软件部分的话，第三层面则

是学科建设的硬件部分。而且，这一部分较多

的涉及到学术管理、行政部门，举凡教席的数

量、职称的评定聘任、学位点的设立、重点学

科的培育，以及成果的评价指标等等，都要由

学术管理和有关行政部门来操作和完成。鉴于

目前历史文献学学科受重视程度不够、学术成

果 ( 如古籍整理成果) 评价指标偏低的现象，

在本学科的学科建设中，仍有必要呼吁相关管

理部门加大对与本学科发展支持的力度。
当然，就是在学科建设的运作和保障层面，

学者本身的努力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早

在 1979 年，张舜徽先生就创立了本学科的全国

性学术组织———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创办了

学术集刊 《历史文献研究》 ( 曾名 《中国历史

文献研究集刊》) 。30 多年来，学会和集刊在推

动历史文献学的科研、教学，凝聚学术力量，

促进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今后

学会也将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三、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向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

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历史文献学与其他

人文学科同样，既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也面

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对挑战和机遇，历史文

献学学科发展的向度就是要不断深化对学科建

设内容的认识，深入持久地开展历史文献学的

学科建设，科学凝练、精准提升学科的基本理

念，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繁荣和发展历史文

献学的学术研究。在学术和学科的相互关系中，

学术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术的发展决

定学科的发展。因此，只有不断繁荣历史文献

学的学术研究，取得经典性的学术成果，才能

从根本上推动学科建设的迅速发展。
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向度，

就是要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从实践中来到实

践中去，将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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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整理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历史文献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以确立和发展，缘于当时兴起的

古籍整理高潮急需人才培养和理论、方法的指

导; 而反过来看，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知识和内

容则是千百年来古籍整理经验和方法的学理总

结和升华。因此，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要从古籍

整理的实践中汲取精华，要通过服务于古籍整

理实践来实现文献学的学科价值和学术影响。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动。

一是要从古籍整理的实践中加强理论和方

法的总结，近百年来现代意义的古籍整理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把实践中的理性认识

系统归纳、提升到理论层面。比如，要从古籍

整理的性质、发展方向和时代的高度认识其意

义; 把握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

则，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双创”
方针; 说明开展古籍整理所必备的前提和条件;

要从学理上阐析各类整理方式的目的和功用、
程序和方法、具体的学术标准和要求; 要从古

籍整理的成功案例中梳理值得借鉴的技术和方

法，作方法论上的总结。纵观百年古籍整理的

发展，其中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堪称经典，比如

《四部丛刊》的原版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配

版描润、二十四史和 《清史稿》的校点、古籍

今译的意境与传神、《大中华文库》的外译、古

籍数据库建设等等。要通过方法论的总结，既

从事实上详细描述各种方法的内容，说明在实

际操作中如何运用; 又从理论上加以抽象和概

括，阐明这种方法的特点、运用范围和革新意

义。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认为古籍整理只是

技术，不需要理论。其实古籍整理也和其他学

科一样，如果没有理论指导和学理基础，就不

能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也不能有系统化

传承和持续的创新发展。因此，从文献学的学

理层面总结古籍整理的理论和方法，既为文献

学增加新的学科内容，又可为古籍整理的持续

发展夯实基础。
二是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从学科理论的

高度，为古籍整理工作制定符合实际操作的学

术规范。除了推介古籍整理精品，从正面总结

成功经验，还要从反面检讨以往古籍整理中出

现的问题和错误，从学术上分析其致误原因。

古人曾有致误通例的归纳，我们也可按古籍整

理的不同方式分别梳理标点致误通例、校勘致

误通例、繁简字转换致误通例等等，以吸取教

训，提示来者规避错误。此外，应在学理研讨

的基础上制定各类古籍整理形式的规范，从以

往对古籍整理成果的评论中，提炼出各类古籍

整理成果的评价标准，为不断提高精品意识和

整理水平提供借鉴，从而指明古籍整理工作的

发展 方 向。近 年 出 版 的 许 逸 民 《古 籍 整 理 释

例》，列举 7 种整理形式的具体要求并加释例予

以说明，严谨缜密，即是从文献学的学术要求

出发，探索建立古籍整理学术规范的有益尝试。
三是把握新态势，开拓新局面。进入 21 世

纪，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繁荣为文献

学研究和古籍整理事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文化发展战略，既赋予文献学研究和古

籍整理工作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献学学科发展要通过

古籍整理实践，直接地为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

服务; 要遵循 “双创”方针，不断开拓古籍整

理的新领域，力争在在原创性上有所突破，以

解决目前古籍整理出版仍存在的大量简单重复、
浪费资源的问题。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

猛进也为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开辟了广阔前

景。数字化、网络化为古文献和古籍的存储、
检索、传输、复制、整 理 提 供 了 极 大 的 便 利，

随着信息处理功能的不断提高，还有不少新技

术可用于简牍字迹的辨认、古书版本的鉴别、
古籍碎片的拼缀，等等。文献学的学科发展要

密切把握科技发展新态势，研究开发利用新技

术，以提高文献研究、古籍整理的效率和水平。
并以开阔的视野，借鉴国外整理古籍的科技手

段和文献研究的方法，不断开拓古籍整理和学

科发展的远大前景。
四是要纠正历史文献学教学与古籍整理实

践脱节的现象。多年来，文献学教学存在着教

材陈陈相因、内容老旧、结论过时，以及学生

的文献学知识只限于纸上谈兵，在点校古籍等

整理实践面前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等问题。学

科建设未能发挥文献学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

用，在培养古籍整理人才、指导古籍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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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其症结就在于脱离了古籍整理的实践。
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上述关于文献学从古籍整

理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丰富和更新文献学学

科理论和专业知识外，还要在文献学教学中结

合新近古籍整理的实例，传授古籍整理实践的

技能和知识，并借鉴陈垣 “史源学实习”课程

的方法，安排一定的课时，组织学生进行古籍

整理实习，让学生了解古籍整理最基本的程序

和方法; 研究生则可以参加有关古籍整理的项

目，让他们在实践中加深对专业知识的认识，

增长才干。
最后，历史文献学发展需要良好的学科发

展环境。在学科建设的运作层面上，学科发展

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支撑体系，我们期待得到有

关管理部门更多的关注，优化管理制度，以及

在资金、人员等资源上有更多的投入。在内部

环境上，则需要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加强自律，

克服当前存在的一些学风浮躁、学术肤浅的弊

端。在加强学科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学风建设，

发扬本学科久已有之的严谨专精、实事求是的

优良学风，不断创新进取。只有内外合力，才

能把历史文献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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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Scienc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ZHOU Shao － chuan
( School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Historic philology is an old and young subject． I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1980s after several generations of effort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philology includ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discipline，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historical philology，and the operation and guarantee of the discipline． At present，the dis-
ciplin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philology needs to recognize the discipline ori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academic research，fur-
ther improve the discipline system，and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discipline environment． We should follow the discipline devel-
opment law，closely combine the academic research，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and develop the
discipline from the practice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and realize the academic value and academic influence of philolog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Key words: History Documentation; Subject History; Subject Construction; Subjec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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