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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众多同类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献”而是“文献的文本”，其
任务是整理传统文献文本并总结其整理与利用的规律和方法，以保证历史文献的完整与准确；传统文
献学就是文献整理利用学，它与现代文献学有别，更不宜区分为“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
文献学理论体系应该围绕历史文献文本整理与利用这一主线来构建。
据此，本教材围绕“文献文本整理与利用”的主线，重新组织了传统文献学的诸多学术内容，将其分
为“文献的形体认知”、“文献的内容实证”、“文献的文理注译”、“文献的检索典藏”、“文献
的二次编纂”五编十七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架构。
同时，在内容方面，既充分概括了20世纪文献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也对一些历来论述不够充分或似是
而非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体现了编者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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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献载休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献著述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11世纪前的
夏商王朝就有了简册记载，到公元l9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为止，我们已知的传统文献载体，先后有甲骨
、金石、竹木、缣帛、纸张等，这与两河流域和西欧古代利用泥版与羊皮作为文献载体形成鲜明对比
。
以往人们总是把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仅仅看做一种古文字，这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甲骨文、金　　文、石鼓文等原始文本首先是作为一种文献形态产生的。
从文字产生和发展规律来看，其文字应该早于这些文献的产生年代，只不过我们仅仅从上述文献中才
认识了这些文字而已。
故甲骨、金石如同竹木、缣帛与纸张一样，是传统文献的载体之一，现存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鼓
文等原物或拓片，应该称为甲骨文献、青铜文献、石鼓文献等；作为文献学理论，我们应该对这些文
献载体的名称、含义、来历、形制、优劣、现状及重要文献价值等有所了解。
　　第一节 甲骨　　所谓甲骨，主要指龟甲腹板与牛的肩胛骨，也包括羊、猪的肩胛骨。
这种在今天看来似乎绝不可能作为书写材料的物质，却是中国最早使用的文献记录载体。
用甲骨作为载体的文献，称为甲骨文献，其文字称为甲骨文。
　　远古的甲骨文献并没有在世代相传的史书中留下明确记载，直到l9世纪末，山东福山金石收藏家
王懿荣发现这些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所谓“龙骨”居然刻有文字，随即加以收藏。
随后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孙诒让等对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展开研究，并通过实地考察和史籍佐证，考
定河南安阳为商代盘庚迁都前的都城，即汉代史籍上所载殷墟，甲骨上面所刻文字则是商代王室的占
卜记载，从而肯定了甲骨文献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
原来殷人举凡祭祀、征伐、狩猎、、农事、气候等事，都要先行占卜，并将占卜结果和事后灵验与否
刻在甲骨上，这便形成了大量甲骨文献，内容十分丰富。
从此，安阳殷墟迎来了一批批有组织的合法发掘者和非法盗掘者，发掘出了大量甲骨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