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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
程章灿

　　《论语•八佾》记孔子之语，有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众所周知，这是“文献”一词的最早的出处。宋儒朱熹《四书集注》云：“文，典籍

也；献，贤也。”这是关于“文献”最初词义的最为经典的解释。典籍与贤人，是文化传承的两个主要

条件。典籍的传承需要先人的努力，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我要谈的是，在人力营护之下，

典籍本身也会成长，并且形成某种生命力，具有生生不息的能量，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甚

至枝繁叶茂。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为了不引起歧义，我在下文中所使用的

“文献”一词，仍然是偏指典籍或文献的物质载体这一方面。

　　

　　所谓衍生性，是指以某一种或几种文献为基点、基础或依据，延展生发出一种或一批相关的文献。

所谓基点，是强调某种文献作为文献衍生的出发点，故也可以称之为“原点”；所谓基础或依据，是强

调某种文献作为文献衍生的根本源泉，故也可以称之为“原典”。在这里，“原点”与“原典”音同义

近，一个强调方位，一个强调物质。这种衍生现象，不仅见于儒家经典文献，也见于佛道二藏的经典，

还见于史子集诸部的其他各种文献；不仅见于鸿篇巨著，也见于单篇作品；不仅见于传世文献，也见于

出土文献；不仅见于文字文献，也见于书画等图像文献。

　　

　　不同的文献类型，有着与之相配合的不同的衍生形态。以专书典籍而言，其衍生方式至少包括传笺

疏注、重编改编、批校评点、移植续写等。注释（动词）是文献衍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历代各种形式的

各家注释（名词），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种衍生文献。经典注释尤为典型，粗略分析，就有

传、笺、疏之不同，例如，对于《诗经》这部经典，就有毛传、郑笺、孔疏等。如果说，毛传衍生自

《诗经》，那么，郑玄笺则是既衍生自《诗经》，又衍生自毛传；而孔颖达疏赖以衍生的主要基础，则

除了《诗经》原典，还包括毛传和郑笺，也就是说，对于孔疏而言，毛传郑笺也具有某种原典的性质。

传注经，笺释传，疏解笺，传统经学甚至有所谓“注不破疏”的说法。经、传、笺、疏之间既彼此相

涉，有着环环相扣的密切联系，更先后相生，有着层层相印的层级关系。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

构时，首先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旨在描述这种结构中按照亲疏远近而形成的人际格局，即每个人

以自己为中心，在其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犹如水面上泛开

的涟漪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照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经传笺疏之间的关系，

也有与此类似的“差序格局”。

　　

　　一部典籍在后代被重编或者改编，这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春秋经》和《左氏传》，二者本来分别

单行，后来才合编一处，经传合体。这是本来就有直接衍生关系的两书的合编，顺理成章，比较容易理

解。与此相比，宋儒将《论语》《孟子》与《礼记》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就有很大的

不同。《四书》中的《论》《孟》，本来是完整的两部书，而《学》《庸》却是一书中的两篇，被合编

之后，这两篇不仅形态地位双双升格，而且脱离其原来所归属的整体，有了相对独立性。由此两例，可

以管窥重编对文献及其衍生的影响。至于依据基础文献作各种形式的改变，其衍生力度往往更大，其形

态与意义也可能有更大的变化。

　　

　　南宋以后，对诗文小说作品的批校评点日益流行。对流传版本进行校订，正讹补阙，从而制作某一

新的文本，甚至催生一种新的文献。校订过程中形成的意见，或者附于原本之后，或者撰为篇章收入别

集，或者散见于笔记或者其他形式的著作中，要之，皆可归为衍生文献。评点往往附着于原典，一般并

不单行，但如果其价值较高，就有可能引人注目，而被辑成单行本，成为一种独立的衍生文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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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何焯和李慈铭的读书批点，就被后人辑为《义门读书记》和《越缦堂读书记》。显然，这两部

书是从何、李二人所读诸书中衍生出来的。这一类衍生文献往往比较零散，但集零为整，集腋成裘，亦

颇可观。而且，辑集之后形成一种新的文献，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可能成为新一轮文献衍生的基

点。从这一点来说，衍生文献虽然有所依傍，但它绝非没有原创性，相反，其原创性恰是隐藏于对原典

的依附之中。《论语•述而》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实，文献的衍生正是在“述”的过程中

产生的，而“作”亦即思想的原创，亦正隐藏于“述”之中，二者相反相成。

　　

　　移植某些基础文献，或就其整体或局部进行续写，在中国古代文献史上亦屡见不鲜。这里所谓移

植，主要不是指诗文作品中的引经据典和典故使用（引证），也不是指类书对原始文献的剪裁编辑（类

聚），显然，引证和类聚二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献的衍生性，但其特点是将原典作为一种资料

来看待，或者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这里所谓移植，主要是指后代对前代文献较大面积的照搬，或较大

规模的移用，这往往出现在同类或相近类型的文献之中，例如史书（例如《南史》《北史》之于南北朝

诸史）、方志、类书、书画之类的文献，后代之书往往移用前代之书，可以视为前代典籍的衍生文献。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续写。但是，我这里所谓续写，主要是指各种续书，其书

名往往以“续”（《续方言》《续玄怪录》《续西游记》）“补”（《补侍儿小名录》《西游补》）

“新”（《新齐谐》）“后”（《后西游记》）等标目，在小说类文献中比较常见，在史部文献中也相

当多。《二十五史补编》及《二十五史三编》中所收诸书，即颇多此类衍生性文献。以《二十五史补

编》和《二十五史三编》所收诸书而言，这类续补之书意在补充原典之遗漏或不足，其衍生特点甚为突

出，但在资料的搜集考订以及史事的诠释方面，也有创新和突破，不可忽视。

　　

　　与专著典籍相比，单篇作品只是在文献结构与形态上有所不同，就其文化意义及影响而言，篇章未

必在专书之下。实际上，篇章经过衍生扩充，常能转换为单行之书，此类例子并不罕见。《隋书•艺文

志》所录赋颂作品中，便颇著其例。对某一篇章进行模拟的作品，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层出不穷，后代亦

不绝如缕。此外，取篇中片断进行题咏，或者取某一篇章（原典）中的某一句，作为诗题进行赋得体创

作，自南朝以来颇为常见，述中有作。古人亦有取诗中一句为画题，甚至断章取义，选为画作题材，造

就了一种跨媒体的文献衍生。例如，有人将《洛神赋》作为书画题材，创作书画作品；有人根据其故

事，敷演而为戏曲小说，牵附而成其他文体的作品，诗家文人观摩此类书画作品或戏曲小说之后，进而

题咏唱酬，积少成多，渐成规模，结集为书，这也是相当典型的文献衍生方式。清代扬州画家罗聘画

《鬼趣图》，历一百多年，经百馀名家题咏，诗词文汇聚一卷，遂成巨册，即是一例。由此可见。文献

衍生也是意义扩容和文化增值的重要方式。

　　

　　除了书面文献，出土文献中也有文献衍生的现象。以石刻而论，则有重刻、翻刻与题刻。一般来

说，重刻是原石已毁，后代才重新刻立，既有历史纪念意义，也达到了重建文献的目的。翻刻则一般原

刻具在，出于爱重其书迹，或重视其某一方面价值的目的，翻新以广流传。二者都是从原石衍生的文

献。石刻既成，后人过其地，睹其物，抚其石，读其文，或在石阴，或在石侧，刻字以铭记其游历，书

写其因缘，抒发其感怀，此类题刻亦是自原石衍生，自然算是一种衍生文献。从最严格的意义上，甚至

可以说，汉碑碑阴的众多门生故吏之题名，也是碑阳（正面）所刻碑文的衍生文献。据原石模拓，制成

拓本，在拓本上题写跋语，并将题跋汇录成书，层递而下，就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文献形式。亲至石刻所

在之地，据原石以录文，或者只是据拓本以录文，并将录文汇辑成书（如《隶释》《隶续》之书），再

据录文展开研究，产出种种石刻学专著，沿着这个方向，又构成另一个系列的衍生文献。

　　

　　以上挂一漏万，举例说明文献衍生在古代中国的普遍性，意在证明衍生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

性。在此基础上，我想提出“核心文献”的概念。一方面，所谓“核心文献”，就是指文献衍生时所赖

以产生的基础或原点。各种衍生文献环绕在核心文献的周围，形成某种形态的文献组合或者文献群体，

这些文献彼此联结，组成文献网络。与“核心文献”相对应的是“外围文献”或者“衍生文献”。核心

文献的中心地位，只有通过外围文献或衍生文献才能得到突显；而外围文献或者衍生文献的产生，也唯

有通过核心文献的激发或者映射才能够完成。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所谓

“核心文献”，既与基本文献或者经典文献的概念有所联系，又与二者颇有不同。大多数核心文献都可

以称为基本文献，但却未必是经典文献。因此，本文所谓“原典”，是与“经典”有所区别的。

　　

　　从基点向前出发，从原点向外放射，从基础开始建构，以基本文献为核心，完成各种形式的文献衍

生。中国古代文献虽然林林总总，浩如烟海，但彼此之间，却往往存在着或远或近、或亲或疏、或大或



小、或简单或复杂的衍生关系。这种网络既为文献存续提供了稳定的架构，也为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之久

远承续提供了文献的解释与支持。文献的衍生性与创新型相互结合，其实说明中国述作同源的特质。今

日研究中国学问的人，如果能够对古代中国文献的这一特点有充分认识，就可能透过文献网络来打捞沉

默的文献枝节，捕捉淹没在文献沧海中的声音，自然也就可能在文献的相互关联与相互指涉间，重新发

现各种文献的位置，落实其所在的群组关系，重新阐释它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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