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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献总集《全宋文》出版

[ 作者 ] 赵兰英 

[ 单位 ] 新华网 

[ 摘要 ] 新华网2006年7月26日讯：《全宋文》，这部磨砺20余年，近日在上海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宋人文献总集，开创性地在文化出版史

上，树起又一座丰碑。《全宋文》，分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颂赞、传状、碑志、哀祭、祈

谢等15个大类，共360册，1亿字，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在全书所收的10多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只有5%的篇目，在此以前被编入过专

集。因此，大多数文章属于“原生态”一类，更具史料价值。 

[ 关键词 ] 宋人文献;《全宋文》;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新华网2006年7月26日讯：一个朝代的文化，在远去千年后，完整而又清晰地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全宋文》，这部磨砺20余年，

近日在上海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宋人文献总集，开创性地在文化出版史上，树起又一座丰碑。延续320年的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

重要阶段。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宋代的文化灿烂无比。宋代的诗歌，在唐代的基础上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宋代词赋，在中华文

化宝库中，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中，有6位是宋代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迄今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沈括

的《梦溪笔谈》，被著名的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著作。哲学上出现的程朱理学，更是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

期的思想。宋代还出现了以讲论经籍为主的书院：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大书院，为后人仰慕。木刻印刷业的发展，使得大量图画书

籍，得以流传、保存。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考证序》一文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间。”

也许是两宋留下来的文化太丰富了，给予后人的搜索、整理，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至今我们有了《全唐文》、《全元文》，还没有一部

《全宋文》。上世纪8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敢挑重担，制定了编纂《全宋文》的计划。从此，20年来，在曾枣庄、刘琳教授的

率领下，四川大学一些专家学者，埋头于旧纸堆中，搜求、梳理、编目、点校、审稿……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安徽教育出版社，

共同接手《全宋文》的出版工作。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又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审校工作的行列。编纂出版这样一部规

模空前的文献性巨著，在启动之初，就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邓广铭教授生前说：“出版《全宋文》这件工作非常重要，但又非常

艰巨，而意义非常之大。《全宋文》不但同中国文学史有关，同中国历史有关，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非常巨大。”任继愈先生

说：“《全宋文》很有用处，这么大的书，不只为查阅，还为研究，此书对研究大有好处。”王水照先生题词道：“新宋学文献渊薮，天

水朝词翰宝库。”朱瑞熙先生说：“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献总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足资嘉惠后学。” 《全宋文》，分辞

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颂赞、传状、碑志、哀祭、祈谢等15个大类，共360册，1亿字，涉及宋

人作家9000多位。在全书所收的10多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只有5%的篇目，在此以前被编入过专集。因此，大多数文章属于“原生态”

一类，更具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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