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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e首发]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不能承载

之重－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刍议  

 

作者：吕友仁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二十六届年会论文 

 

    按照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

业目录》，历史学是一级学科，历史文献学是从属于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一般来说，

设在历史系内。但从历史文献学学科所应设置的课程以及它所须要的师资来看，历史文献

学实在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历史文献学学科应该设置哪些课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两个参照标准。

第一个参照标准是北京大学本科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设置，第二个参照标准是上海师范学

院古籍整理研室招收第一届古籍整理研究专业（当时还没有“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名称）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创立于1959年，是我国第一个招收本科生

的古典文献专业。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专业创立于1978年（这一届考生在初试时，

校名叫上海师范大学；复试时，考生被分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两所学校。上海

师范学院，后改名上海师范大学），是我国第一个招收硕士生的古籍整理研究专业。如果

我们说这两家的课程设置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想来也不过分，因此，我们拿这两

家的课程设置作为参照标准，想来也不会怎么离谱。 

 

    先说第一个参照标准。2001年6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孙钦善先生写的《魏

建功先生与古典文献专业》一文，其中说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创建于1959年，魏

建功先生是这个专业的主要创始人。魏先生对古典文献专业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主持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三大板块：1、古代语言文字方

面，有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说文解字》专书等；2、古文献和古文献

学方面，有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籍专书讲读等；3、古代历史文化方面，有中国

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等。此外还安排实习课，强调基本技能的训

练，贯彻古文献学实践性的特点。”  

    下面还有第二、第三、第四，因为与本文关系不大，从略。 

 

    孙文列举的三大板块的课程，加上实习课，现在的历史系有哪一家能够开得出来？依



笔者管见，似乎一家也没有。传闻得知，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是设置在中文系，但为学生讲

课的老师却不限于中文系，有本校历史系的，有本校哲学系的，有本校图书馆学系的，外

校学者的临时讲座还不计在内。看来魏建功先生确实是个智者，是真正的内行，对这一专

业的培养目标有着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尽管他也认识到古典文献专业是单独一个中文系的

不能承载之重，但他并不降格以求，还是设计了这样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其覆盖面几乎

覆盖了所有的文科系。就凭这一点，我衷心佩服魏建功先生。 

    再说第二个参照标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专业的课程设置不曾向社会公开，

也未见有哪位先生予以理论性的评述。笔者有幸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之一，对于

所学课程，至今还记忆犹新，今开列于下。为缅怀师恩，谨括注授课诸先生之名讳。 

 

属于古代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课课程： 

    文字学（聘请章太炎先生的弟子王乘六先生。凡称“聘请”，皆非上海师范学院在编

教师。下同） 

    训诂学（聘请无锡国专毕业的胡邦彦先生） 

    音韵学（聘请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郭晋稀先生） 

    属于古文献和古文献学方面的专业课课程： 

    版本目录学（聘请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供职于上海图书馆的潘景郑先生） 

    校勘学（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江辛眉先生） 

    方志学（聘请上海图书馆陈光贻先生） 

    《诗经》研究（聘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程俊英先生） 

    《史记》研究（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颜克述先生） 

    《汉书》研究（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徐光烈先生） 

    《宋史》研究（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裴汝诚先生） 

    中国古代诗词的整理与研究（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陈九思先生） 

    中国历史地理（聘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德清先生） 

 

属于实习课的： 

    甫入校，裴汝诚先生交给我们每个研究生一本宋人笔记，要我们整理（标点、校勘、

辑佚），并交待说：“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果不其然，在我们毕业前夕就出版了。 

 

     行文至此，不禁悲从中来。盖上述业师，除裴汝诚先生、李德清先生健在外，馀皆

归道山矣。 

 

    我相信，上海师范大学在创建古籍整理研究专业时，并没有派人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

专业去取经，甚至连通通声气也没有，但两家的课程设置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有古代语

言文字方面的基础课课程，都有古文献和古文献学方面的专业课课程，都有实习课。对

此，我只能惊叹：所谓“智者所见略同”，其此之谓乎！ 

 

    可以看出，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师资，一是来自本校历史系，二是来自本

校中文系。但校方仍然感到师资不足，捉襟见肘。于是就积极寻求外援。在寻求外援时，

首先立足于上海市；如果上海市还没有合适的师资，就放眼全国。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作

学生的，深切地感受到校方在师资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校方的信念是，不能降

格以求，一定要让学生学够学好。对于本校缺乏的师资，要想方设法聘请校外的，而且不

聘则已，要聘就聘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回忆胡邦彦先生给我们上训诂学课时，古籍整理研



究室的中青年教师也一道听讲；而郭晋稀先生为我们讲授音韵学时，室主任颜克述先生虽

然已经年过耳顺，也正襟危坐地坐在后排听讲，形成一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亮

丽风景，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实习课更让我们尝到了甜头。我们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动手能力，主要是通

过实习课取得的。同学六人，王松龄校点苏轼的《 东坡志林》，俞宗宪校点苏辙的《龙

川略志·龙川别志》，朱杰人校点王銍的《默记》，萧鲁阳校点庄绰的《 鸡肋编》，李

卫国校点欧阳修的《归田录》，我校点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除了底本是导师和中华

书局商定的之外，其馀的工作，诸如选定对校本，从类书中去辑佚（当时尚无文渊阁《四

库全书》电子版），写校勘记，写校点说明，主要是自己来做，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负责

把关。我清楚地记得，责任编辑崔文印是那样一丝不苟地批改我写的校勘记。总而言之，

我们通过古籍整理实习所学到的动手能力，使我们终生受益。每当同学们聚首议及此事，

大家无不感谢校方和老师的周密筹划，无不感谢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在我们三年研究生求学期间，使我们受到教益的老师，破除校内

校外的畛域，有历史系的，有中文系的，有图书馆的，有中华书局的。现在的历史文献学

专业课程设置能够达到上述标准吗？我表示怀疑。我认为，至少，大多数达不到。 

 

    从上述的两个参照标准来看，前辈学者很明白，仅仅一个历史系（或者仅仅一个中文

系）是完不成这个文献专业所承担的任务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在1959年7

月21日《中国青年报》上著文说：“这个专业，比之其他文史专业来说，是重工业。” 

 

    顺便谈谈考生的生源。我们那一届研究生一共六人，有三人毕业于中文系，一人毕业

于图书馆学系，一人毕业于外语系，一人没有读过大学（即李卫国，但这位老弟同年还接

到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录取通知书而放弃了）。说来也怪，没有一个是历史系毕业的。反

观我们现在的历史文献专业招生，生源几乎清一色是历史系的，反差非常大。 

 

    怎么办？笔者有两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将设在历史系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与设在中文系的二级学科古典文献

学合并为一个一级学科，名字可以叫古籍整理研究。下属的二级学科有汉语言文字学（文

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经学、古典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中国传统文

化、敦煌学等。借用孔老夫子的话：“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

成。”（《论语·子路》）我个人认为，历史文献学专业和古典文献学专业是一家子（论

“资历”，古典文献学成立在前），是一码事，都是以古籍作为整理研究对象的，没有本

质的不同。以笔者指导过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生硕士论文为例，其中有以《欧阳修<诗本义>

校注》为题者，有以《破解<经籍籑诂>的两个未解之谜》为题者，如果说这是古典文献学

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我想人们不会有任何怀疑。正因为它们都是以古籍作为整理研究

的对象，所以教育部就设立一个“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

会”），作为以这两个二级学科为主要对象的业务指导机构。管见以为这是一劳永逸的办

法。当然，此事体大，须要吁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做出决定，恐非一朝一夕之功。 

 

    第二条建议，转变观念。首先是作历史系系主任的领导层要转变观念。所谓“转变观

念”，就是要改变那种认为历史文献专业既然冠以“历史”二字，那它就是属于历史系一

家的狭隘观念，建立历史文献专业至少是涉及中文、历史两系，甚至是涉及所有文科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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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念，说白了，也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传统学术观念。魏建功先生为

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设计的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专业为研究生

设计的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都充分体现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观念。前辈已经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该学习，应该继承，而不应该使这个优良学统中断。现实是这个优

良学统已经基本中断。中断的原因何在？窃以为，除了学风浮躁的影响之外，主要是对什

么是“历史文献”存在糊涂认识。所谓“历史文献”，说白了就是古籍，或曰古书，用英

语说，就是the  ancient  books，并非historical  documents，更不是 the  document

s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众所周知，我国的古籍，首先涉及的是社会科

学的各个学科，其次还涉及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用传统的图书分类法来说，叫做含有

经、史、子、集四部；用现代的学科分类，就含有中文、历史、哲学等等。由此可见，古

籍并不是只有史书，史书只是古籍的一部分。而历史文献专业的研究对象是古籍，经、

史、子、集都包括在内，并不是只研究单一的史部书，试问，仅仅一个历史系怎么能够吃

得消呢？对“历史文献”这一概念的误解，不仅领导和教师有，而且学生也有。笔者曾经

连续三年让历史文献学专业的新生用繁体字写出“师范大学”四字，结果是大多数人只能

写出“大”字，“师范学”三字的繁体字都写不出来。我给他们说：“诸位也忒胆大，繁

体字不认识，竟敢报考历史文献学专业！”学生腼腆一笑：“确实不知道历史文献学专业

到底是干什么的。” 

 

    转变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入学考试设计，涉及到学生必

需学哪些基础课课程和专业课课程，涉及到师资的配备，总而言之，涉及到历史文献专业

的培养目标能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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