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廣忠等著《古典文獻學》述評

「文獻學j 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其年代較撓。具體問哀， I文獻學j 一一詞始見於揹

做起{i喬夫學衛概論þ ， 其喜曰: i~會代史學蘊盛於慚 3 興縣、萬斯間最稱莒詣。斯呵，則京

羲弟子tß ; (....刊)其接斯同!可縣芳草全祖墊，亦私觀宗羲，高 f文黨員學j 者玄宗焉。 Jl

其後梁氏《中國近三s年略甜苦史H請初史學之建設j 云: r明清之一交，各大師大率都蠶視史

學一一或廣義的史學， IîP文數學。 J 2 可免讓氏視「文顱學H毒「廣轄的史學J '即

學成史學文獻。甜苦藤鶴聲、鄭鶴春《中罷文獻學概要含一番，則為最早以 f文獻學」命名

。鄭鶴聲、鄭鶴春闡釋「文獻學j之義曰: I結集、翻譯、攝饗諸端謂之文;審菁、

講習、印難諸端之轍。敘頭述之:故日文嘉立學。尸鄭民攪 f文獻學J 為典籍之i束縛，

此與梁氏之論相異。梁、黨ß之家對「文離學j之定義不一，體現了「文獻學j成海獨學科

之扭頭，學者對其範鑄及體系之理解詣未有共議。

與麗娟*

今 B ) I文獻學j 之範體、體系日趨割草軒。陳廣忠等辛苦《古典文數學þ ， 為新

近出版乏文獻學專辛苦 2 是毒以「致用H這目的一…作為全醫高等院校古典文j輩學、文史哲

有醫學科之教材，系繞地介紹了文章龍的鑫生、發展和繫王軍。考文顱學之範圈，能繼本

。是書研討論之文數學，轎叢於致義的古典文聲學 3 主要以歷史資料為研究聲象，

內容租括文蠶的分類、整理、編甘、版本、校勸、辨偽、輯模、 1主釋、攝黨、鑒別、翻

譯、檢譯、文獻摯的發展和演變的輝史等。 Jl 本書共分九輩…一「九論h 個指: I文

最論 j 、「裁體論j 、「日韓議 j 、 f 版本論j 、 f 校勘論J 、 f 轉為論」、「輯侯

吾吾港中文大學中隨言語言及文學學都博士研究生

:梁般越 {1青代易發總概論} (台北:商務印書館， 19衍生f) ，頁 20 。

梁般越: {中盛近三百年學術史} (台北:中華書昂， 1962 年) ，頁82 。

鄭鶴毅、鄭鶴春: {中劉文獻學概要﹒例夜>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0 年) ，星星 1 。

陳漢忠等著: (占典文章致祭) (合肥:黃山發社， 2006 年) ，直達 7 ò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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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編基論」、「專題論」。現簡介內容如下:

第一章「立;獻論J '概述「文獻」、「文獻學」之定義及其來源、架構，並闡明是

書之涉獵範圍。是章屬緒論性質 3 首先追本溯源?討論「文獻」之義及「文獻學」之起源、

範疇、體系等?並總承前人研究成果，以為文獻之來源分為「著作」、「編述」、「抄事」及

「翻譯」四種。最後則就「書名」、「篇名」、「結構」、「敘文」等方面，討論文獻

之架構。

第二章「載體論J '介紹「甲骨」、「吉金」、「刻石」、「簡庸小「謙吊」及「紙張」等六種

文獻載體，及相關之研究論著或出士材料。自漢以來，簡蹟文獻之出土不絕於書，是章

不僅扼要介紹了各種文獻載體之使用、發現、整理及其相關研究論著，同時亦蒐集新近

出土文獻資料，以資參考。如第四節「簡臆J '除概述簡臆載體之形制、規範及制簡之取

材、工序外，並介紹了由漢至當代出土之簡贖文獻三十種，言簡意貝克。

第三章「目錄論J '概述「目錄」之義及「目錄學」之來源，並介紹圖書之分類及

目錄之類別。是章主要討論「解題目錄」、「史志目錄」及「私家日錄」之定義、種

類 5 並舉相關例于，以資說明。至於第五節「其他目錄」則集中討論「個人著作目錄」

及「專科目錄」之源起及論著，以為二者並皆有助於治學、科研及文化傳承。

第四章「版本論J '闡釋「版本」之義及「版本學」之源、起、範疇與運用等。是章主要介

紹版本之類型、鑒定芳法及判定善本之標準，以為版本之劃分、鑒定，有助迅速了解和

確認版本及其價值，並舉楊伯峻《列于集釋》為例，以明當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立之

「三性」、「九條」準則，考察文獻，挑選「精校精注」之「善本」。

第五章「校勘論J '簡介「校勘學」之源起、目的及方法，並扼要地介紹了自漢迄清之

官私校書，及校勘學要籍，以為現時校勘學之研究對象，主要為古籍文宇之「倒」、

「訛」、「衍」、「脫」等現象。

第六章「辨偽論J '概述偏書之由來及辨偽之目的、立于法、發展與相關之研究者及其

著述。

第七章「輯快論J '簡吉輯{失學之興起及其目的，並略言由宋迄清以來輯候者輯扶之

法及其相關論著，以為古書亡失，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

第八章「編賽論J '概述編賽之起源、、發展及程序。是章分叢書、類書、政書、總

集、日IJ集、文論、十三經匯刊、于書合捕、二十五史等九類，並進而介紹各類圖書編賽

之重要論著、著者、卷{失及內容等?有助了解中國文獻編黨之發展及歷史。

第九章「專題論J '所涉專題包括「小學類文獻上「儒、釋、道文獻上「科技類文

獻」、「藝術類文獻」、「地理類文獻」、「法律及軍事文獻」六種。本章按各類專題，介紹其

發展歷史、相關論著、研究學者及出士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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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對本書內容的粗略介紹。作者除參考、運用前人有關「文獻學」之研究專著

外，亦大量蒐集新近研究成果及出土文獻資料，以為論說之據。首先，就前人研究成果

之運用方面，立日本書第五章「校勘論」討論「校勘方法J '介紹葉德輝、梁敢超、陳垣

三家之校勘理論，並廣引書證，論評三家校勘法之得失，以為「任何一種校勘方法都是

不完善的。而將『對校』與理校有機結合在一起，才是最好的校勘方法。 J J 其說信而

有徵。至於新近出土文獻之論著及介紹，則包有《居延漢簡甲乙編〉、《銀雀山漢簡釋

文》、《郭店楚墓竹簡》、《尹灣漢墓簡贖》、《馬王堆漢墓吊書》及《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楚竹書》等。

自鄭鶴聲、鄭鶴春編撰《中國文獻學概要》以來，經過眾多學者七十餘年來之研究、

探索，學術界對「文獻學」範疇、體系之理解已無歧異。作者明吉，倘欲在成熟之研究成

果下推陳出新，標新立異，殊非易事。然本書亦力求創新，不願拾人牙慧。作者治學謹

慎，而勇於質疑，不為權威成說所園，書中所見，不一而足。女日本書第一章「文獻論」之

「篇與卷之關懷J '就章學誠《文史過義>提出商榷，章氏謂「大的篇從竹簡，卷從謙吊，閃

物定名，無他義也。而謙素為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

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花;卷無起龍之稱，往往因篇以為之卷。 J6 本書結合文獻

記載及新近發表之出土文獻，以為 Ir篇』是記載文獻起龍的單位，又是文獻數量的單位。

卷和『卷』是簡贖文獻保存方式， 7 也是文獻起龍的單位。漢代篇、卷同樣指簡庸文獻的

單位，簡贖可以卷起來，故亦稱『卷』。自書可以卷起來，但是也可以折疊， r卷』不單指

串書。朱駿聲云『書於吊可捲者謂之卷~ ，章學誠說『卷從嫌吊~ ，顯然與簡晴的稱『篇』、

稱『卷~ ，又可收卷的實物記載不符。」“至於第四章「版本論」之「善本」及第五章「校

勘論」之「古籍致訛類型J '則就杜澤遜(文獻學概要》視楊伯峻《列子集釋》及劉文典《、准南

鴻烈集解》為善本提出商榷。本書歸納《列于集釋》失誤者三: I標點失誤例」、「釋文失誤

1m 、「引文失誤例J ;並舉劉文典《准南鴻烈集解》以為例，加以論說，以明古籍致誤之

因，可歸納為「訛」、「脫」、「衍」、「倒」四種。進而指出?二書既有脫訛，不足以稱為「精

校精注」之「善本」。此外，本書作者之一陳廣忠教授，多年來改改鑽研道家文獻及《准南

于> '曾就有關問題先後發表論文、專書多種。本書屢引《准南》以為書證，加以說明，可

見作者嫻熟《准南p ， 槍示書證，易如反掌。凡此，甘為是書獨有之特色。

本書資料詳盡，敘事清晰，文宇雋永，立論穩當。本書以「經世致用」為目的，欲

5 陳廣忠等著: ~古典文獻學~ ，頁205 。

6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目《文史通義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 ，頁 305 。

7 按據本書上下文義可知，是句兩卷字，一為動詞，謂「卷起J ;一為名詞，謂收卷後之形制(詳參陳

廣忠等著﹒《古典文獻學~ ，頁40-41 )。

8 陳廣忠等著: ~古典文獻學~ ，頁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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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初接觸文獻學之高校生或普羅大眾，了解文獻學之極概。文獻之學範疇本廣， I九

論」之設，有助讀者依循書中論題，掌握各章要領及繁富之文獻學內容，收綱舉目張之

效。至於書中詳盡之詳考資料及相關要籍介紹，則可助有意進一步研究文獻者，按圖索

睦，作更深入之學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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