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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之体 　延绵有续
———纪念《永乐大典》编纂 600 年

摘　要　像《永乐大典》这样的类书编纂之所以能代代相承 ,是因为它适应了学术研究、繁荣民

族文化和治理文献信息环境之需要。类书具有汇辑资料 ,提供信息 ,鉴选文献精华 ,提高公民道

德等独特功能。当代类书的编纂应注意的问题有 :取材要广 ,内容要精 ,体现时代特点 ;要科学

分类排比 ,便于检索 ;要加强引言、叙说 ,体现指导功能 ;要以专科类书编纂为主 ,反映当代信息 ;

应予深度标引 ,重视资源开发。参考文献 3。

关键词　类书编纂　编纂方法　信息加工

分类号　G25611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Yong Le Da Dian ( Great Encyclopedia of the Yongle Reign) can be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s that it can meet the needs for academic research , pro2
moting national culture and arranging document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also summa2
rizes functions of reference books , and propose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contemporary compilers of

reference books. 3 refs.

KEY WORDS　Reference books. 　Compilation metho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LASS NUMBER　G25611

　　《永乐大典》上承唐宋 ,下启清代 ,是古代类书中

内容编纂最为繁富 ,卷帙规模最为宏大 ,历史影响最

为广泛的一部。它不仅对中国类书的编纂及学术研

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

要位置。作为一份人类文化遗产 ,《永乐大典》既是

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研究和纪念最好的方式是科

学地继承《永乐大典》的传统 ,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 ,

用类书之体 ,系统地加工处理当今信息社会浩如烟

海的文献信息 ,为今天及后代的信息用户提供简约

而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1 　类书的发展及继承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代初年 ,是中国历史上辑

录古籍数量最多 ,涉猎知识门类最广的一部类书。

“凡书契以来 ,经史子集 ,百家之书 ,至于天文、地志、

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均收录书中 ,真可谓“包

括宇宙之广大 ,统会古今之异同”。[1 ] 类书之体源于

三国时代的《皇览》。因为类书汇集各种古籍中有价

值或有参考作用的原始资料 ,并按照当时人们认为

检索方便的方法编排 ,阅读、查找文献比较便利 ,所

以受到最高统治者及读书人的重视。三国以后 ,历

代都有类书编纂 ,较著名的有《北堂书钞》、《艺文类

聚》、《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以及晚于

《永乐大典》、现存部头最大的《古今图书集成》等。

据统计古代历史上编纂的类书达 500 余种。

尽管这些类书编纂的真正目的及客观作用各有

不同 ,但是 ,类书的编纂在保存古代文献 ,方便翻检

利用 ,节省阅读时间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编纂方法上 ,历代类书也不断改进完善 ,一方面为

了适应君王统治的需要 ,另一方面 ,也为了更好地容

纳和排比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永乐大典》与以类

相从的类书不同 ,它以韵为纲 ,以字隶事 ,每一单字

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 ,把以韵排序与

按类部次相结合 ,并在一些事项下面 ,附有总论 ,每

一事目有一个标题 ,不仅保持了类书编纂的特点 ,而

且具备了百科全书的一些特征。《永乐大典》的韵目

编排方法 ,避免和淡化了按类组织文献的“因人而

异”、“因书而异”的随意性 ,使文献资料以韵目固定

化形式排比 ,从而强化了类书的检索功能 ,对后世产

生了积极影响。

因为类书是封建时代产生出的一种文献类型 ,

加之近百年来没有类书的编纂 ,上世纪 80 年代 ,文化

学术界不少人认为类书之体已经消亡 ,类书的编纂

已经完成历史任务 ,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认为类

书编纂是封建帝王的驭人之术 ,借编纂之名 ,网罗人

才 ,加强对士大夫的控制 ,封建皇帝已不复存 ,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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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纂自然也就没有基础 ,这是社会政治原因使然。

其次是教育文化方面的原因 ,认为类书的编纂与科

举制度密切相关 ,便于举子们背诵记忆古籍中重点

章段 ,科举不兴 ,考试的“拐杖”也就没有了。第三是

因为类书寻章摘句 ,“述而不作”“向后看”,无法像百

科全书那样容纳新知识“向前看”,理所当然地被时

代所淘汰。上述诸论 ,虽各不无道理 ,但究其原因 ,

没有真正认识到类书的本质特征及在汇辑文献方面

的独特魅力。随着文化学术的繁荣及社会的文献需

求 ,近 10 年来 ,中国编纂了一大批当代类书 ,如《中华

大典》、《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中华思想宝库》、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汇编》、《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

等。这些类书的编纂出版既是对中国古代类书的继

承 ,也是对古代类书的发展。

为什么在短短的 10 年时间 ,能编纂出版这么一

大批类书 ,而且国家领导人亲自为当代类书题词、写

序 ,并作为国家的文化工程给予支持。此外 ,文化学

术界的领导和专家或亲自主持或积极参与 ,表现出

了极大的热情 ,其重视程度是包括《中国大百科全

书》在内的各类图书所不能比拟的。究其原因 ,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无论研究古代传统文

化 ,还是探讨当代最新学科进展 ,学术研究总离不开

占有并参考前人文献。古代类书留传至今 ,翻检起

来极为不便 ,其中大部分已经丢失 ,需要重新根据今

天学者的需要对历代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挖掘。研

究当代各学科的现状趋势 ,苦于文献众多、良莠不

齐 ,很难收集到系统的资料。社会要求是当代类书

编纂的根本原因。

二是繁荣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今天文化是

昨天文化的继承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人们越来

越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对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 ,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

历史上 ,人们在改造自然、治理国家等方面积累了许

多精神财富 ,这些财富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都可以

利用和借鉴的。今天 ,继承民族文化遗产 ,弘扬民族

文化精神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

代类书的编纂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是治理文献信息环境的需要。目前 ,每年产

生的文献信息数量相当于古代文献数量的总和 ,这

么多的文献信息是任何人无法消化接受的 ,于是“信

息污染”、“信息噪声”、“信息过剩”等新名词见诸报

端。怎么加工处理这些信息 ,如何过滤、消除冗余信

息 ,自然提到工作议程。虽然《中国大百科全书》能

反映学科进展及成就 ,但毕竟百科全书是“写”出来

的 ,与类书提供“抄”出来的原始文献不是一种文献

类型。当代类书应运而生 ,担负起治理信息噪音的

重任 ,《社会主义思想宝库》、《西方思想宝库》、《东方

思想宝库》、《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等反映当代文献

信息的类书相继问世。

2 　类书在当代文献信息加工中的位置
为了解决读者利用文献信息的困难 ,人们在历

史上研究创立了许多对文献进行加工处理的方法 ,

如提要、文摘、书目、索引、汇编、全文检索等。目前 ,

所有的信息加工处理方法 ,根据其加工特点可分为 6

个大类或 6 个层次 :一是外表描述层次 ,是对文献信

息的外表 ,如题名、责任者、出处、时间等进行著录 ,

为读者提供文献的线索 ;二是整体概述层次 ,它对文

献中的内容观点、数据、研究方法、创新、结论等进行

高度概括或提炼 ,为读者提供文献的大概内容特点 ;

三是精华鉴选层次 ,它对文献中的内容通过比较鉴

别 ,选取其中的整体或局部 ,为读者直接提供可以引

用的信息 ;四是周遍处理层次 ,它深入到文献内部 ,

对其中的字、词、句或段、页、节进行系统的标引 ,使

有意义的信息显见化 ,方便读者检索利用 ;五是深度

研究层次 ,它以一种或一批相关文献为加工对象 ,在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或评论文献的价值 ,或分析综述

文献的要义观点 ,为读者解决文献的优劣及有关文

献的有效组合问题 ;六是相关组织层次 ,它根据文献

与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意义的链接 ,形成一定的

检索系统 ,为读者提供查询信息及扩展信息范围的

途径。

类书这一文献信息加工处理的方法 ,在整个文

献信息体系中属于第三层次 ,即精华鉴选层次。因

为类书为读者提供的是原汁原味的可以直接参考引

用的原始文献信息 ,所以 ,在整个文献信息加工体系

中 ,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文献信息加工方法所无法

完成的。类书的功能是其他任何信息加工方法所不

能替代的。

在当代信息加工产品中 ,类书的独特功能及所

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汇辑原始文献资料 ,为读者治学提供可资

参考引用的信息。“不摆卡片不读书”是读书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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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之谈 ,科学研究人员进行学术研究总离不开

原始资料。许多专家学者为了建立自己的“资料

库”,长年做资料摘录工作 ,虽然广泛涉猎收集 ,但仍

不免挂一漏万。类书把散见于不同时期、不同载体

的文献进行鉴别筛选 ,并分门别类汇辑在一起 ,省去

了研究人员的暗中摸索之苦 ,让他们从收集资料的

繁重劳动中解脱出来 ,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思

考、研究新的课题 ,探索开拓新的领域。

二是选取文献信息海洋中的章节片段 ,促进文

献资源的开发利用。据统计 ,中国文献信息利用率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 ,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献信息加工没有形成一

个科学有效的系统 ,读者查检文献不知途径 ,难而却

步。类书汇录万卷之精华 ,把有价值的观点、数据、

方法、结论等信息节录出来 ,变层次结构严谨有序 ,

论证叙述章节有法的逻辑性强的潜结构文献为短小

简明 ,便于参考 ,直接引用的显结构信息 ,把信息精

华从文献“母体”中挖掘出来 ,成为自身完整的“纯

度”较高的信息片断 ,使一部部整体文献得到开发 ,

增加了读者利用的机会。

三是鉴选古今文献中的精华 ,普及民族文化 ,提

高公民道德素质。古今文献是一座宝库 ,里面蕴藏

有大量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有用资料。正如李瑞环同志所说的那样 :“且不说

中国兵、农、医、艺的实用文化 ,诗骚曲赋的文献精

粹 ,民谚俚俗的熠熠知慧 ,即使在治理国家、安定社

会、修养品德、成就事业等方面 ,我们的先辈所提出

的许多至理名言 ,都使后人受益无穷。”[2 ]类书拣其

重要的有价值的语句和章节摘录出来 ,编成民族文

化的普及本 ,对整个中华民族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

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

四是收集文献广泛 ,可使图书馆及个人不藏其

书 ,能用其书。图书馆及文献信息部门 ,由于历史的

原因及经费的因素 ,文献收藏极为有限 ,研究人员特

别是文史研究者 ,利用文献数量多 ,涉猎的范围比较

广 ,根本无力购置那么多的文献。综合性类书在内

容上无所不包 ,类似一座收藏丰富的文献府库 ,可使

图书馆或个人改变自己的藏书结构 ,丰富自己的馆

藏 ,也可使广大读者通过类书阅读利用到没有馆藏

的部分章段内容 ,不藏其书 ,但有其内容 ,能用其书。

综上所述 ,类书的独特功能与其他信息加工产

品的功能互为补充 ,不仅完善了文献信息加工方法 ,

而且丰富了信息加工产品 ,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解决

了读者开发利用文献的困难 ,共同形成了今天的信

息加工体系。

3 　当代类书的编纂
以《永乐大典》为代表的中国类书 ,在中国历史

上存在了 1000 多年。面对今天的文献状况、信息环

境及读者要求 ,如何古为今用 ,继承古代类书的编纂

思想和方法 ,推陈出新 ,编纂今天社会与读者需要的

当代类书 ,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根据当

代类书编纂实践及信息加工体系要求 ,当代类书编

纂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一是取材要广 ,内容要精 ,体现时代特点。古代

类书限于时代及文献类型 ,仅以图书为取材汇录范

围 ,当代类书中也有一些以古籍编纂而成的类书。

这些类书在前言序语中虽作了时间断限及文献类型

的说明 ,但总觉得文献内容与书名不符 ,文献范围不

够全面 ,思想不够开阔。我认为类书特别是综合性

类书 ,收录的范围一定要广 ,在文献类型上不仅包括

图书 ,而且要包括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研究报告、

会议文献等印刷型文献 ,此外还应收录光盘、数据库

以及网络信息资料。在内容时间上不仅包括历史的

也应收录近代、当代的内容信息 ,使类书不仅继承古

代类书的传统“向后看”,而且要赋予类书新的活力 ,

体现时代特点“向前看”。

二是科学分类 ,精心排比 ,方便读者翻检。古代

类书基本一部类书一种分类排比方法 ,但大体以天、

地、人、事、物为类编次资料。因为规律较难掌握 ,查

检起来比较困难。今天的类书和古代类书一样 ,也

是一部类书一种编次方法 ,虽然体例不一 ,因为今天

人用今天书 ,倒也没有感到像利用古代类书那样难

检索。但是编纂的类书是供读者用的 ,而且是翻检

频率比较高 ,读者面比较广的一种文献 ,所以在编排

上要尽量科学系统 ,既方便今天也兼顾未来。在安

排类目时 ,可参考《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

图书资料分类法》等类分图书资料的工具。目前已

出版的几部综合性类书 ,在类目设置方面基本上是

科学的。如《中华大典》将从 3 万多种文献中摘录的

约 7 亿字的资料 ,汲取《古今图书集成》的体例 ,采用

经目和纬目相交织的结构模式 ,同时参照现代科学

门类 ,基本上一个学科列为一个典 ,如哲学、政治、文

学、军事、经济等共 22 典。典下以分典、总部、部、分

部分级 ,分部下根据各学科特点拟定标目。纬目设 9

项 ,用以容纳各级经目的内容 ,9 项纬目依次为 :题

解、论说、综述、传记、记事、著录、艺文、杂录、图表。

经纬交织 ,体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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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有引言概说 ,以指点迷津 ,体现指导功

能。类书的最大特点是“辑而不作”。为了方便人们

阅读利用 ,古代类书中有的在部类前后撰写指导性

文字 ,如宋代的《册府之龟》在部前设有“总序”,叙述

本部的制度、事迹沿革 ,每个二级类目 (门) 前有“小

序”,论说各类的基本内容。今天的类书继承古代类

书的传统 ,并把这一传统列为编例 ,较好地发挥了导

读的作用。如《中华思想宝库》于每篇 (大类) 前设

“引言”,勾画本大类的思想要点及其发生发展过程 ,

文字达数千字之多 ;子目 (小类) 前有“提要”,概述本

小类的内容精华 ,以便读者理解其中包含的内容 ,每

篇提要数百字。这类文字 ,虽然较为难写 ,但可起到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于研究人员 ,可供

学术交流切磋 ,对于广大读者 ,则可把握文献要旨 ,

指点“学术”迷津。正如任继愈先生指出的那样 ,这

些论说文字 ,多由造诣精深的专家学者撰写 ,言简意

赅 ,内涵十分丰富 ,是作者对民族优秀传统的审视和

阐扬 ,是深层次的理论探讨[3 ] 。古有传统 ,今有编

例 ,今后类书的编纂要在各类各目的叙说指点方面

下功夫。

四是专科为主 ,系统组织 ,反映当代信息。类书

就其整体而言 ,它是一种内容范围广泛 ,无所不包的

文献类型。在历史上 ,其实每种类书在内容范围上

都是有所侧重的 ,甚至还出现了一批专事某一专题

的类书 ,如《事物纪原》、《全芳备祖》等。为了使类书

为专业研究者所用 ,应重点编纂专科性的类书 ,如果

可能 ,有关部门可组织制定编纂规划 ,有计划地编纂

出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各学科的专科甚至专题

类书。由于内容范围相对缩小 ,各专科、专题性的类

书中可更多地收集当前中外学科发展的最新资料 ,

使传统类书焕发时代青春 ,为包括理工科在内的研

究人员及读者所用。

五是深度标引 ,重视开发 ,完善检索系统。古代

类书多为一种检索途径 ,即依类检索。由于对文献

资料的认识差异 ,往往同一时代的类书把同一资料

列入不同的类别。读者查检资料 ,关键的是要把所

查问题的性质类别判断准确 ,否则 ,需反复审视判断

几次才能有所结果。今天在类书编纂中 ,除了分类

科学系统外 ,应对书中的资料进行多方面的标引 ,如

主题标引、功能信息标引、学术名词标引、文献名称

标引、人名地名机构名标引等 ,还可以根据资料的价

值大小、内容重要与否进行加权处理。把加工处理

的结果组成各种索引附于书后 ,为读者多途径检索

利用类书提供便利的条件。

此外 ,在编纂类书中应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 ,如类书的出版形式方面 ,除传统的印刷文本

外 ,还可以采取光盘文本、网络文本形式等。另外 ,

根据类书的特点 ,改进编纂工作 ,使汇辑的资料简约

精明 ,变冗长的文字为简短的信息 ,专门为研究人员

提供简明新颖的原始信息。总之 ,当代类书的编纂 ,

应体现时代的特点 ,汇辑最新信息 ,把为供广大读者

阅读与供专业研究人员参考结合起来 ,使类书成为

当今信息社会中人们不可或缺的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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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名人家谱丛刊》将影印出版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 ,湖南出了许多有重

要影响的人物。这些名人的家族的家谱对于研

究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

参考价值。此丛刊首批推出 10 种家谱 :湘军首

领曾国藩、胡林翼家谱 ;革命领袖毛泽东及母亲

家谱 ;刘少奇、彭德怀家谱 ;江苏巡抚、两江总督

兼两淮盐政陶澍家谱 ;湖北、安徽巡抚李续宾家

谱 ;江苏巡抚、漕运总督黎培敬家谱。上述家谱

均属孤本。湖南省图书馆编辑 ,首次由全国图书

馆文献缩微中心影印出版。精装 16 开 ,全套共

45 册 ,定价 2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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