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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继愈谈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作者：佚名    

 

      张承宇：请您谈谈新中国5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成就  
  任继愈：50多年来，在国家的支持和统一规划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籍整理出版方
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这次展览会上大家都能看到。前一二十年，先解决重要而急需
的，如断代的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资料性的丛书多已面世，成果丰硕，像
“二十四史点校本已成为学界公认的最好版本，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重大的项目，都要化上七八年、十来年时间，是集体的协作完成的。像《汉语大词
典》、《甲骨文合集》、《全宋文》、《全宋诗》、《尔雅释诂》、《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华大藏经》……不论哪一项，都不少于十来年。我们很多的同志能安心一项工程十年不
松懈，不计待遇报酬、甘心奉献，非常难能可贵。  
  从1993年开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实施《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工
作，经过普查，中国的古籍资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后备资源很多。除了汉文古籍，兄弟
民族的古籍也很多，藏族的文献量最大，是从唐以来的文献，蒙文其次，其他如满文、彝
族、东巴文也不少。这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古籍整理还有个加工的过程。像《中华大典》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古代历朝都有编纂类
书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建立以后，传统的类书己不能满足新的需要。1990年，国务院正式批
准编纂《中华大典》，并列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大典》作为一部新编的大型类书，
所集资料起自先秦，止于1911年，约7亿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江
泽民同志、李鹏同志曾先后题词，关怀和支持《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  
  当然，21世纪古籍出版整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扩大，我们深深地感到做不过来。  
  张承宇：近年来在古籍整理出版中出现了哪些新的动向  
  任继愈：一是学科交叉，大量少数民族的古籍整理才刚刚起步，而这类古籍的整理需要
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这些学科综合起来才能整理好。而不是像清人乾
嘉学派那种做法，光是坐在书斋里看，那是远远不够的。古人说“礼失而求诸于野，在一
些文化落后偏远的地区，还保留着古代的风俗。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西南联大听闻一多先生
讲《诗经》，他曾提到在云南看到少数民族还保持着钟的习俗，用以辟邪，这样使今人更
好地理解了古书上讲的东西。这种做法能更好地推动古籍整理以及少数民族研究。  
  今后留待整理的古籍多属于难度大，不专属于传统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很多属于
自然科学如工程技术科学、天文、数学、化学、生物、农林、古地理等及中国古代宗教如佛
教、道教诸多方面。当年培养的专业人才，面对今后要整理的自然科学、宗教类古籍，不能
不感到生疏。敦煌文献发现已有百年，我们现在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基本上是针对佛教以外的
世俗文书，其中90％以上的大量宗教文献，还没有开展。  
  就表达方式和载体来说，今人要比原来先进的多。比如音乐，原来主要是靠师徒口耳相
传。现在有乐谱、光盘、国际音标，工具是超越前人的，保存起来就方便多了。载体也在进
步，出现了光盘。像《四库全书》书要占据很大的空间，而现在可以放在几张光盘上，抽屉
里就能放下，这些都是古人比不了我们的。今人只要重视，还是大有可为。  
  张承宇：您觉得古籍整理出版中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  
  任继愈：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
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现在都挑起了重担，成了骨干和
学术带头人。第二批、第三批也都走上了岗位。当年的青年今天也已四五十岁、六十岁，当
年的中年骨干如今已经七十左右，几年之内，都到退休年龄或离开工作岗位了。像一些具体
问题，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接触繁体字，而第一代培养的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还不觉
得困难，古籍整理要面对的都是繁体字，而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有时候存在着不是一一对应
的问题，应该补一补这样的课。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大量地扩招研究生，一个导师带很多学
生，这样很难保证质量。古籍整理出版人才要加强版本、目录、训诂、音韵等传统小学科目
的训练。  
  在语言人才的培养上，少数民族文字人才培养就接不上，像老满文几乎已经没有人认
识。而回鹘文、西夏文、吐火罗文、契丹文等文字的文献，更是没有人认识。目前国外，如
德国、瑞典、美国、法国等也有中国古籍整理的成果，我们必须吸收利用，这样看起来外语
一种也不够。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
挥实际作用。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现在把它整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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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家就能用了。如何与实用结合，这方面要多做工作，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古籍的社会效
益。至于技术是出版商的事，而不是学者的事，学者的责任就是把内容整理好。  
  中央说：“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这是实事求是的估计。古籍整理不能
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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