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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30日至4月1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主办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美、日、韩等国及中国大陆、港澳台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

会。大会共收到60余篇学术论文。有学者说此次学术研讨会有“三高”——与会学者层次高、会议论文质

量高、学者讨论热情高。   

  会间,各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古籍整理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古籍数字化和

新文献资料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对如何推进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具有

良好的启示作用。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学科,创始于20世纪初叶,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如

何认识、建设这一学科,南开大学赵伯雄教授认为,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

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理论框架来看是完全一样的,同属于基础学科、辅助学科的性质,在中

文、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必须受到重视;但也确实存在学科界定不严、研究范围不定的问题。如在教育部的

学科体系划分中,中文一级学科下列“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历史一级学科下列“历史文献学”二级

学科,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级学科下列“文献学”二级学科;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学科体系

划分中,中文学科下却无“中国古典文献学”。事实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

都是古代文献,而且其研究范围距今年代越远越难以分清,其学术研究方法也基本一致,应该予以合并。同

时,也应该加强分别服务于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专科文献学建设。  

  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层次、理论方法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澳门大学杨

开荊女士提出,应该建立“澳门文献学”学科和建设“澳门记忆工程”。她认为,这将会成为透视中国近现

代社会演进的一个特殊视窗。华中师范大学董恩林教授认为,建立“文献编纂学”十分必要。他指出,古文

献编纂存在汇纂、类编、抄辑、选录四种体式。当今的古典文献学受传统朴学的影响很大,以辑佚、训

诂、校勘、笺注为主要研究手段,以古籍的整理,文献史料的汇编以及版本、目录学研究等为主要研究形

式。这些研究手段和形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这一学科现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

段及形式是否还有发展的空间?加强古典文献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古典文献学理论研

究以三千年来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为对象,可以为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比如,考察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

象可以扩展其研究领域。在传统的以版本、目录、校勘学为主要内容的普通古典文献学研究,服务于专门

学科和专门领域的专科古典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学通史研究,古籍辨伪研究和古籍辑佚研究之外,古典文献

学是否还有其他研究领域?是否应该建立“地域文献学”这样的子学科?  

  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提出古典文献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取诸如文化人类

学、阐释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的成果,拓宽研究视野。山东大学陈峰博士认为,历史学

经历了从文献学中分化出来的发展过程;文献学与历史学应该建立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

互动关系。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它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

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它们的持续良性发展。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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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古典文献

学界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加强同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学

者的联系,共同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  

    

  二、古籍整理研究的思想与方法  

    

  目前,古籍整理研究的思想与方法业已成熟,但仍需进一步发展完善和更新。与会学者在传统思想和方

法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值得关注。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提出要建构“东方本位”

学术研究方法体系的思路。谓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不断引入西方理论体系,试图有较大突破与创新,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中国传统学术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为西方理论体系所完全涵盖和解释。传

统学术研究的突破,应该在吸收西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以传统文献研究方法为基础。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以

编著《清人著述总目》为例,详细总结了书志目录的撰写方法。  

  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认为,今本《尚书》不能简单目之为伪书,前人对《尚书》的考辨方法尚欠周密。

传统古籍研究的方法受到经学研究方法的巨大影响。今古文经学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古文经学

恪守“疏不破注”的律条,重考据,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今文经学则提倡发新说,重义理,密切结合现实

社会发展自己的学说。在清代乾嘉朴学兴盛的影响下,清末汉学与宋学有合流的趋势,书证归纳的方法在学

术界盛行,产生了一系列仍为当今古籍整理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方法,但有的方法如辨伪方法是需进一步发展

的。  

 三、古籍数字化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古籍的数字化是古典文献学面临的重大机遇。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

说明了计算机扫描技术对利用古文字字形注释古籍提供的便利。韩国成钧馆大学李昤昊教授、柳浚弼教授

和金庆浩教授介绍了韩国经学与朱子学资料数字化的情况。四川师范大学秦彦士教授则说明了全汉字简易

排序对推进古籍数字化的意义,呼吁学术界在这方面进行合作研究。  

  目前,古籍的数字化还存在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电子版古籍的数量不可谓不多,但从事古籍数字化的

机构和个人则大都缺乏文献学素养,忽视古籍版本的选用,校对也大都欠精,导致成果利用价值不高。又如目

前一些电子版古籍的电子版本繁多,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劳动,也给学者查询使用造成了较大的麻烦。

又如现有汉字库虽然不断更新完善,但仍不能完全支持古籍数字化,不能解决一些冷僻字的输入。古文献学

界应该应该积极参与古籍数字化的工作。与会学者也看到,计算机技术固然给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了许多便

利,但是也挑战着传统的阅读方式和习惯。只知利用电子检索而忽视文献阅读对人文素养和精神的塑造和

传承十分不利。  

    

  四、海外文献、出土文献与民间古文献  

    

  怎样发掘新的文献资料、增加文献的数量,是本学科众多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日本早稻田大学孙猛

教授指出,日本学者撰写的跟中国古籍整理研究有关的汉文文献、部分日文文献是中国学者应该关注的。

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介绍了赴日本访寻《文镜秘府论》古本的艰难经历。美国哈佛大学薛龙

(RonaldSuleski)教授认为,民间手抄书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海外保存着大量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国内学者要集合力量,尽力将其在国内整理出版;海外收藏机

构应为中国学者查阅复制这些资料提供更便利的条件。海外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或已取得大量高

水平的成果,具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值得借鉴。  

  20世纪以来大量地下文献陆续出土,这对古典文献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但许多出土文献尚未

公布,原始资料还掌握在考古发掘人的手中,已整理公布的出土文献在文字释读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争论,导致

研究和利用出土文献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因此,古典文献学界应该加强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争取尽快对20世

纪的出土文献进行汇编、整理和出版。  

  民间流传的古文献的重要性目前尚未得到古典文献学界的足够注意。包括谱牒、石刻、文书、日用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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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剧本、唱本等在内的民间古文献是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但其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分散,大都尚未得

到整理,湮没失传的可能性很大。对民间古文献的抢救整理,是当今学术界及政府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本次研讨会虽已结束,但是它给学界带来的思考却还将继续,对推进古籍整理研究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

进步和发展更将产生深远影响。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9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