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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論古籍電子化對古籍研究之影響

以「漢達文庫」為例

梁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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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讀書、做學問多靠背誦，如〈清史稿﹒儒林傳》記述清代大學問家顱炎武

「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螺二馬載書，過邊塞亭

障，呼老兵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

誦諸經注疏。」另全祖望《骷堉亭集〉記述顧氏「或僅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

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兩書所記相同，可

知顧炎武平素無所嗜好，惟好背書，在旅途困倦之時，背書以自娛。清代另一大學

者惠棟，梁敢超〈清代學術概論〉稱「惠氏之學，以博聞強記為入門，以尊古守家

法為究竟。士奇于九經、四史、〈國語}、《國策》、《楚辭〉之文，皆能暗誦，

嘗對座客誦〈史記﹒封禪書》終篇，不失一字。(錢大昕《潛研堂集﹒惠天牧先生

傳> )棟受其敦，記誦益骸洽。 J 1 可見清代學者非常著重記誦，藉以掌握古籍異文

及辭例，使清代考據學邁進高峰。然而像顧炎武、惠棟等一穎醉心古籍研究的讀書

人畢竟只是少數，現代人面對繁忙的生活，實在難以想像古人能有這種非凡的記

憶。且現代中文教學多著重文意理解，並不重視誦讀原典，學生多缺乏古人這種艱

辛的訓練，對於古書之理解或不及古人精熟。若果必須對浩如煙海之古籍背誦如流

才能進行研究，似乎難以切合現今學人之願望。故此，常人研習國學，想更一步掌

握文獻資料，唯有借助漢籍電子化系統，故現代科技發展，對古籍研究帶來不少影

響，使傳統學術進入新境地。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不少專家、機構已把現存的古籍電子化，為古籍研究者

提供方便。所謂「古籍電子化 J '是指「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將古代文獻轉化為電子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l 梁廠超<清代學術概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4月) ，頁25-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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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影式，連過光盤、網絡等介質保存和傳播。 j 2 使中胡傳繞古籍能透3的互聯

網形式傳播，把傳統舉揭方法與現代科技結合，軍令古籍更為普及，亦艷縛統古諸

研究影響深諱。中翻古籍幫子化經台灣、香港、大體丘地共間努力下，日經取得非

常大的鼓鱗，如台灣中央研究院研建立的「古典文獻全文檢索實料庫 j .其中!有

扭曲十三經、二十五史、先秦諸子、朱子語類等文獻童電斜，提供在籍全文以及機索

系統。罰香港中文大學古籍研究中心開發之「擴建文庫 J '則揖供先秦商議一切存

世文觀、魏會議北朝一切傳世文獻、竹簡崩書出土文難以及甲骨文等資料庫，現在

開發中關搏藐類書資料庫。大陸如上海數字關書館期敢動古籍濤本全文光盤工

程，將館藏古籍善本全部幫子化等，可見三地對古籍電子化質黨支良多，皆有助吉籍

研究。其中!其{

就。

}、{的部黨有〉電子版兩個系統標器著古聽電子化之成

對於古籍電子化對古籍研究之影響，很多學者學曾撰文討論，如范子都〈信籍

電子化與中器古代文史研究一一以文報閻《盟j盡全書}電子版原文及告文檢黨為中

心〉仆鄭永瞬〈古籍數字化對學衡的影響及其發展方向〉仆髏鳳珠、蔡宛純〈以

實草草共享的觀點建構數位文史工具誨的方法:以詩詞典故辭典竊站站酹〉荐， 5 可見

不少學者已注意現代科技對中蜀傅幸免學術之擴擊。本文擬以「澳連文庫 J 海餌，

試分析古書童電子化艷古籍研實之影響，以期探討現代科技與中醫傳統文化之觀f系。

二.ti錯電子1t輔助古籍研究擺闊

軍所問知，中關古籍數量驚人，據曹之先生統計，中國吉籍有 12斜拉種，

'數量鵲起過十萬纜， 6 單靠個人閱讀與找尋資料，實難以進行準雄無誤之研

究。有了中醫古籍電子化系統之幫助，則可試改善讓摺局限。不少古籍電子化系

統誓:其備了驕密的檢索功能，為研覺者帶來極大方便，重口可去甚遠檢索古輯之典文。

2 線轉: <中文古籍數字化的成榮與存在問題> '戰{I=þ閱當籃子與總絡的版} • 2003年9月(第41期)
豆豆船。

3 范子毒草: < ï!J籍舊豆子化與中廢古代文史研究-一一以文淵閣{豆豆障法書}電子版E夏文及全文檢察為中

心〉﹒載《萊爾大學學報>> (臂彎社會科學飯) .立的4年3月(第6卷第2期) .資111-114 0

4 鄭永嘴 : <古籍數字化對學術的影響及其發展方向> .教《學術建殺) '2006年(第4期) ，頁81“88.

5 單單單單珠、蔡宛純: <以資源共萃的觀點建機數佼文史三ζ具護擎的方法:以詩詞典披露幸與絡站為(91J> . (數
位時代漢學研究資源短際研討會) '2的4年12月。

6 草草乏: {I=þ懿古籍版本學>>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2年5月) .或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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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異文 J .狹義來說是文字學之名詞，它對正字而言，是通假字和異體字的統

稱。廣義來說. I 異文」則為校勘學之名詞，凡同一書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書記

載同一事物，字句互異，包括通假字和異體字，亦稱異文。 7 王彥坤認為「凡記載同

一事物的各種文字資料，字句互異，都叫異文。同事異文，乃古文獻中極為常見的

現象。大凡一部書的不同傳本、版本，記載同一事物的各種資料，具有引用與被引

用關係的文獻之間，都可以見到異文的影子。 J 8 異文應用無論在古籍校勘、詞義訓

話、音韻、語法、文字學、修辭學方面都有極大作用，故掌握古籍異文，乃古籍研

究之基本方法。王氏進一步指出「找來可供利用的異文材料，是異文應用的前提。

[ ... ... ]異文一般存在下面三種情況之中:第一是同一部書的不同傳本、版本;第二

是記載同一事物的各種資料;第三是具有引用與被引用關係的文獻之間。 J 9 而利用

古籍電子化檢索系統，輸入相關詞彙，就可以快速檢索古籍之「異文 J .為研究建

立基礎，節省不少時間。

舉例來說，中國不少古籍皆取材於前代典籍，如西漢司馬遷《史記> I 摟《左

氏〉、《國語> .采《世本〉、《戰國策> .述〈楚漢春秋> .接其後事. ðl:于

(大) [天〕漢。 J 10 資料來源甚廣。而東漢班固《漢書》於漢武帝前之歷史皆參

考自《史記》。東漢末苟悅奉命撰〈漢紀> .更「抄撰〈漢書> .略舉其要」而

成. 11 故梁敢超稱苟悅為「善抄書者 J .可見中國古籍多有因襲前代文獻之傳統，

這就使古籍文本產生不少「異文」。利用電子檢葉系統即可快速尋找於不同古籍中

的相關文句，如《史言。、〈漢書〉相關的異文，從而探討兩書的因襲關係。

前代學人處理這類題目，別無他法，必須切實比勘兩書文句，方能窺探其中問

題。劉殿爵教授於古籍研究見解獨到，其最有獨特心得的方法就是通過相關文獻的

排比對讀，凸顯問題之所在，並結合語法、語義、語境、校勘、避諱字和假借字種

種考慮，從而決解問題。 12 筆者曾有幸得見劉殿爵教授之于稿，則知前代學者研究

之甘苦。由於當時電腦仍未普及，劉教授處理先秦兩漢典籍之關係時，只能靠人于

於原稿紙上抄寫典籍文句進行排比對照，以見古籍間之因襲關係。

7 王彥坤: {古籍異文研究>>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 .頁 1 0 

8 王彥坤: {古籍異文研究>> .頁131 。

9 王彥坤; {古籍異文研究> .頁 111 。

10 [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6月) ，頁2737 0

11 張烈點校{兩漢紀﹒前漢紀﹒序} (北京:中華書局， 2002年6月) ，頁1 0 

12 可參考劉殿爵: {語言與思想之間>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1993年)以及〈採據英華}編輯委員會編: {採據英華:劉殿爵教授論著中譯集>> (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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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議文獻比勸，既可操究古人整理文獻之法則，亦可了解其所反映的學看!吉思

想，立於校勘古籍文句關係至犬。黨前單算人手發寫往往需要艦長的時筒，而且難

免有「手畏之誤」。若參考劉教授研覽古籍之方法，提結合古籍纜子化撥牽系統，

期對於古籍研究非常便利。擠去E請人論定如黨組}之實料來頓不出{漢醬》之絆，

13 看見及此，讓者曾進行〈灑紀》盟襲 ζ史言的、{還書》之研究。利用?漢連文

﹒先秦爾漢一切傳世文嘉文章建華等庫」之撥絮系統，尋找三三書紹爾文句i扎進行聽績之

拉艷。經排比三舞文旬，可知暫燒《漢華己》除了主要敢材國《灑審》外，亦曾參考

〈史記}之史料，略補輯人研究之未足，如

(1) 

c美紀} :大夫教 存亡越，伯勾畫是， 身死 。海曰: Ir墅

《漢書〉 夫稜 亡越，伯句踐，立功 名而身元 。語曰: Ii'野

《史記} :大夫雅、;在蠢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 c 野

c美紀} :禽 縛. 14 走狗主;建嘉傘，良苦處， I線圈滅，謀反亡 cz 故以交友

{i菜書> :禽 痺，走犬亨; 紋路破，謀巨亡。是故以交友

《史記> :教已鑫而 說狗 3宮。 15 夫以交友

c棄其己》

c美書》

，則不過辣 、張 ;以君臣玄之，則不過勾踐、大夫

之，到不過張主 與成君 ;以忠臣言之，則不過 大

《史記〉 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活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 大夫

的 如唐代鑽在符合於《漢書敘例}言革喜悅 r撰《漢耙}之三寸一卷，叉車皆由《漢書) 0 J [王先謙:鑫善雙橋

:害自文撤出版社. 1995年) .豆豆 14 0 ]

14 (詩集紀} r lj學 J 本作?硨」 ﹒張î!{從當藍藍善本、

的 {史話﹒准驗侯列{傳第三三 t二>> : r 億日 :rS繁華5人霄，狡兔死，良狗亨;寫寫道﹒良弓藏;教蠶豆夜，

謀e:r::o天下日定，我題當亨 1 ~ J [(ø;:詔) ，豆豆262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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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紀> :種 3 推比二者， 足以

c美書> :種。 此二者'1f:足以

《史記> :種、品 句踐也。 此二人者， 足以

案: <<漢耙》囡鸚《議書﹒鸝盔江患夫轉》試

」部份多 f 飛鳥藹，良丐曬 j 二句。然「

蘭1通傳》及其他部份，利

。 16

。 17

矣 o 1& 

f言之言，需其「

藏 J 詩句不見於〈

此頭句唯晃於《

主句踐世家} 19 及《滑陰侯列傳〉中。〈史前. r住臨侯功j傅〉云 I

入言，狡兔死，農狗亭;高J醫盡，良耳聽;敵關碗，謀臣亡。天下

99 

亨!是 j 凶手亨JIt爵旬，可見〈漢紀〉不獨取材自《漢審} ，此處亦探用〈見記. ?住

陰復興傳》

另外利用藏于系競謹行文本榜上仁，可軒在聽文句作出訂立。練擋在《校勸學

釋例〉曾言: r f臨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聲。凡其鑫有接自前入者，

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警校之，其史料有措詞時立蓄所立主教贅，可i式

向轉之書校之。舵等校法，範圍較廳，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諱莫能誤。丁國

輯之《晉審校文} ，三早到之〈舊居當校勘記> '皆此法也。 J 21 利用

遠遠地使瘖 r f連接法 J .長百

(2) 

〈漢紀》 宛耽破 外國旅恕。上 欲逞昆匈奴，

{漢書》 j莫既誅大宛，成震外關

《史記? ;美說誅大宛，或讓外巨變

16 (翩翩日.為祖皇帝紀﹒卷第三}﹒跤34 。

17 <激發﹒側伍江，蔥、失傳第才五) .資2163 。

18 {史認﹒准陰侯列傳第三卡=> .豆豆2625 。

'夫子意欲逆風胡 ，乃

，天子章、欲i是因胡 ，乃

符

曰

日

19 {毅記﹒越王勾踐世家第卡一> : r r百獵益在去，因齊遣大夫種警曰: r 追星為議. 1逼得藏;狡兔死，走狗

懿玉為人長頸為喙，可與共怨、錄，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J {吹說) .資1746 0 ] 

20 史記﹒准陰侯列簿第三十二) .資2627 能

21 激經三答:校勘學釋f7I吟， (~ti笑:中發彎路. 2∞4年7月) .真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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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紀) : '高皇帝建鼠平城之袋，為后時主義?告憊，悸逆。 聲校公復九世之

c美書} : í 高皇帝遠朕乎城之壘，為后時單于書 。昔查鑫是復九世之

《史記》:「高皇帝遺援手城之壘，高后將溶于書絕悴逆。發產主主復九世之

{i美紀) :鱗， {春秋》久之。 J 22 

〈漢書) :僻， (春秋》丸之 o J 23 

《史紀} :餘， (券秋》大之。 J 24 

案: <史記》、 o真審〉皆f乍 r 嚮曬公 J ' <漢紀〉獨作「聲調公」

於《公平(海﹒莊公的是表> '其文間: r 冀公將險轍乎缸，←二三日: Ii'吾吾主要

是 o Ii'寡人死之，不為不苗的。~ Ii'連起特幾世乎? JJ Ii'九世矣。辜會九世猶

可以接鑼乎? JJ 宮髏首世可也 C JJ 會象亦可一乎?是曰:牢不可。 JJ Ii'噩何以呵? JJ 

F 圖君、叫體告。 JJ J 25 月覓〈史》、 (澳》皆吝胡文可纜，而{漢紀}國學運《

〉而來，亦當能〈漢壽) í 齊襄公 J '其ff' 相公 j 者費品訛誤，然張東並末

《史〉、《漢) ~人言7正《澳紀}之誤。利用古籍電子化系統，輸入三五審相關字

竄，如「傻九世 j 去芋，即可退還找尋三書相關之lf:I矗及文本þ).進行眸比，利黑

戶他校法 i 可知(1黨紀〉文旬之誰誤，違反誤古籍鴨子賢輝對按動古籍掉益極大。

又認話濟雌南王室E安及其門客戶方撰之{准南子} ，其中多有引用《莊子}

旬，書長荐了漢代學者觀〈莊子}文本之詮釋，輯用電子驗購系統亦可缺燼找尋〈准

;有子〉與〈莊于“》互支相關文句以伸進…步分析，如

22 {前1美紀，有表武是帝紀五﹒校第十題} ，頁245 0

23 {f莫喜﹒匈奴總第六十四一日，按3776 。

24 (現已記﹒匈奴列總第近十) • ]'{2917 0 

25 何?木: {春秋公平線鱗鱗詰>> (濟i詢:齊魯書薩， 1997你) .頁523-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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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l.t-x. J之〉

〈大余詩〉

<i叔真) :復新，其為樂也， "f ij券計邪! 26 

〈大宗師〉 其為樂 主最星星! 27 

〈散真〉此段出自《甚至于﹒大京師〉 ﹒文句差真不大，繼承〈莊子》向

北於鐘之主張。〈做真〉以「範」攻 γ 犯」者，寶路通觀之故，晶攝{准甫平議}

云 r l'鸝 JI f.1p Ir把』之霞字。{周品﹒繫辭傳> Ir範闊天龍之化前不過~ , ( 

》告Ii"範闕，罵、王肅、張作把這。盞是騙、 12古字連啦。 J 立學又改 f 特犯」

「一協 J 綿考〈大宗師) í 特拉人之形荷猶喜之 J '下文又曰: í 今一把人之

形，時臼入其人耳。」故〈散其〉之編者或參考下文以改JIt文，郭《注》於「特

拉 j 句下詩: r 人影方進萬化之一道耳，未足獨聲也。 J 29 亦把「輯把」理解為

í 1日 J 0 30 至於《識階》訣「萬化」前加「千變」兩:芋，或咽文辭修飾之故，

J 乃軒在南》之常語，晃於〈精神〉及〈諱言〉兩篇，如其中〈精神〉

「千變萬拉布米蛤辛苦極 J '出自〈由于方) í J主萬化而未始有種也 J • 32 藹可以「千

變_: 1鴨懿〈路子〉文意。

〈做主題D 於?其為樂也 J 上有?弊而復薪 J '王放眼謂「文意較完 J

26 (ì笠南乎完整字索寄 I) .交11 。

27 {莊乎沒有許索引> .真的 a

2發 .:E故自民{莊子絞詮> .真228 ' 

29 r司上。

30 成《疏> : r 跑，過位。 J [郭慶藩: (豆妻子一事溪縣> 'l'f263'] 

31 糾紛電子化儉索系統阿f尋找符鱗辭例，如〈將絲> : r 千變萬紗，室主足以態心! J 文〈殺;這i) 千變

否認紗，必有不化而熔化者。 J 可昆主意為{從南}照常fflo 而 r 千變萬化 J 述:死於西?葉之《京氏綴傳﹒

士學} :升降反復，不能久處，千變萬化，故稱乎《為) 0 J 叉寶說{鵬鳥賦) : r 合散消息兮，安有

常則;千變萬化兮，未絲釘煙。 J tiJ知真誠芭漢字苦悶詣。

32 玉叔峨: (豆豆子校設} ﹒頁229 ' 

的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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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攜帶之改為，乃在補充〈大眾攝〉 ，而《 -i;聽應}諱:有相顯

。 34 利用電子1t系統輸入麟鍵字進行檢索，三百如 f 弊而撞新 j 白字或自白〈老

子》第卡豆豆豆章「保此議者不欲攏。夫Jl在不〔欲〕盤，故能蔽不新成。 J <散其〉

雖沒有利用駐華涼意，然從文辭之輯用推劉《准南子》化用{老子>> "三文以影容

可每1t J 之路線。然措王故眠主張以(離南》與〈在乎》之豆豆見文句校論今本(

)ì ， 以接《莊子》聽貌，認為 7莊子舊觀，賴此以存者，至很不少也 J 0 35 王氏

þJ {准南}校訂《莊子>> '自有一定瓏握，惜于“王氏未有對甫脅之互文作出

析。經比當爾書原文，對知《准南〉少直接邊錄《瞎子>> '荷每以不同之詮釋法

改農其文，故聽書文句頗杏出入，三五氏 þJ {、准購〉校勘《莊子}或采必能恢復《

〉之聲貌。正民認為 í <准南﹒緻真篇》載此文. ü'其為樂』上有 Z 弊駕復新』

四芋，文義較完備。古本〈莊子》當如此。 J 36 然《推i著》鎔多補充〈莊子》句

意，或對其文句進行修飾，故「瞥駕護新」四字未必為〈莊子》之原文，而為化烏

{老子》之文. 37 三位氏之論實可時榷， i蠢事可控電子化槍索系統可輔助古籍研究。

舔了排比在籍文本之外，輯用 f 辭矽U J 以作分析亦是古籍研究常用方法，如楊

《吉霧旬音質釋倒》車走利用「辭f9UJ 考位古書原文之句讀，級具參考寶盤。而古

籍吾籃子化撥索系統在這方醋車再提供幫助，如

(4) 

(漢紀>> :沛公方結床，令梅女子拉泣。食其長絲不拜， 曰足下必

c美書>> :沛公方路床，使兩女子洗 。麗F 不拜.拌曰: 下必

〈史記》 :1市公方將床，使兩女子注主仍讓F生 不拜，長拌，曰: r 足了必

34 <准陶﹒道應〉言: r 孔子蓋寬假公之巔，有綠誨，謂之彎處。孔子的: r 吾吾首先乎!傳授對t器(頗)

願曰 r 弟子攻克拉! ~水累，?建立，其中則正，主要按則覆。孔子造然有室主主自: r善哉﹒持盈者干答:孟子

多實在側的: r 請問持盈。是臼: r r.擁而攪之。主曰: r何謂拇而損之? J 臼: r 夫物藍藍高衰，終轍則

愁，日4' 1前移.f.j殺而虧。夫是故聰明叡紹，令之以愚;苦苦題?等鱗，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z以換;富

鑽機犬，令之以階;德施天下，守之以讓。Jlt:t王茗，先玉所以令天下路線失也。反此五筍，未發不危
lli ' J 故老子曰: r 綴航道是豈不欲殼。炎唯有丈喜愛﹒是以能弊而不新成 o J J [ <潑筒子逐字掌管ij J) ，豆豆

119 0 1 
35 王叔毒草 : < (潑南子}引《革主》頭發偶) .主主364 0 

36 王叔眠< {沒椅子}司 I (莊》繆偽> .豆葉36毒。

37 <做真〉之福者乃以「弊前復新 j 的字補充〈大宗毓〉勾意，而{准織﹒進去意}表示有相泌的語句，究其

源頭乃出筒《老子》第十五裝設「保此滋若不欲趣。夫p俊不〔欲;盈，故能蔽不新成。 J 爽、記孔子與子貢

的對話，後引《老子}以說軍事其事 o <做真〉雖沒有利舟Jl:I:重重原意，然從文革幸之灣可推測其化用{老

子}之文以形容「物化;的過程 a 而{從南}以{老》釋{莊}Z顯例委書發雜見，放「弊而復新 j 陣字

未必竟是《莊子》的豆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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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美其己> :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蹄見長者。 J 38 

《漢書> :欲 誅無道秦，不宜路見長者。 J 39 

〈史記> :欲 誅無道秦，不宜路見長者。 J 40 

案: <史記會注考證)) : I 祕閣本無『足』字。 J <史記會注考證校補》

103 

「桃古本亦無『足』字。 J 41 又〈史記﹒麗亞生陸賈傳)) : í 沛公方借株，使兩女子

洗足，而見醉生。 J 42 <漢書﹒鸝食其傳》作「令兩女子洗 J '的亦無「足」字，

玉叔眠云: I <索引本》出『踮井水洗』三字，疑所據本『洗』下無『足』字， <漢

書﹒高紀》及〈鸝生傳》並無『足』字。(師古《注> : w 洗，洗足也。.ll ) <史

記﹒高紀》作『使兩女子洗足。.ll <考證〉哥 I <祕閣本〉亦無『足』字。驗以《鯨

布傳> w 上方踮咻洗。.!I ( <漢書﹒英布傳)) ，上作『漢玉。.ll )則《史〉文蓋

本無『足』字矣。 J 44 而李人鑒亦云 I W 洗』下『足』字乃後人所妄加，當刪。

(此《傳〉下文後人所附益之醉生事中有『沛公方洗』一語，而六朝抄本乃作『沛

公方洗足』。抄本『洗』下『足』字亦後人所加。今本無『足』字，乃舊本未為後

人加『足』字而幸得傳至今日者。) J 的

玉、李兩氏之意見固然極具參考價值，而利用「漢達文庫」之檢素功能進行檢

素，在數秒之間可尋找於先秦兩漢典籍中有關「洗足」之辭例，補充前人之見解。

除了以上三書外 I 洗足」亦見於王充〈論衡﹒譏日> : I 洗，去足垢」、《穆天

子傳> I 以洗天子之足」、《列子﹒周穆玉篇> I 具牛馬之謹以洗玉之足」等古籍

中，可知先秦兩漢典籍中鮮有「洗足」兩字連用之例。其實， I 洗」字據《廣韻〉

有兩音，一為先禮切，指洗濯'一為蘇典切，則指洗足。根據漢代之語言習慣，

「洗」讀蘇典切，已有「洗足」之義，無須加「足」字，如玉充〈論衡﹒譏日篇〉

38 (前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頁10 0 案 : <漢紀》多「舉義兵」三字，乃剪裁《漢書﹒都陸朱劉

叔孫傳) : r 食其曰~必欲緊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鋸見長者。 Æ J 而來。

39 {漢書﹒高帝紀第一上}﹒頁的。

40 {史記 高而且本紀第八} ，頁358 。

41 [日]灑川龜太郎: (史記會注考證校補) ，頁635 。

42 {史記-鄭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頁2692 。

43 {漢書-撞車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頁2106 0

44 王叔眠: {史記斜證) ，頁28∞-2801 。

45 李人鑒: {太史公書校讀記>>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8年) ，頁 1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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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r 說，去走垢。 J 故Jl:七{史記〉之?是」字應為後人無知，而《漢紀〉作「洗

是 J 者亦誤，聽罷《橫書》關「足 J 字。張寶貝校勘{講紀〉時未者夠出〈史》

的藥}異文，又來據(7襲警》刪{摸紀> r 足」芋，當構，可5汪古籍雲籃子化論索系

統對考證古鑫文句之作用。

三.結盟

中國古籍轉播流長，保存了中國傅繞文化，贅述乏一步揚傳統文缸中的內轉就

辛苦種研究者對古籍作出深入的研究，琨代科投則可帶動古籍研究竟連軒的里程牌。

以上以「漢連文庫 j 為餌，指出了 統對古籍研究之正臨作用，如能快

?領甘心」、「辭夢rr J ~其資考漿，雙古籍研究方法讓生警變化，

個人記噫，而利用現代科技使海證方法更是聲準確完備。鵲著科拉發展，

系統緝毒甚 ，各專家、機種日閱讀不闊的資料庫及檢索謠說位組舍不同學科的需

求，令戀者在研究工作上減省大盤時髓，能集中輯方於更商關友的控克支上，

籍研究之故草鞋，可以說學習班用古籍童子化系統進行研究己聽是現今學衡中 ~f當必

然課題，放科技讓步對中國傳競學攜文化之影響非常深鴿，科接與文化已經緊蜜地

結合。

個琨時古籍電子化系說穿有不少尉眠，諸如電子質科彈研探開古籍的眼本賄

、電子化古籍之校勸聞聽以及繁鱉字、通假字、字顯問題特等。的不少戀者提之撈

討論古籍電子化之缺點，如何草草教控室主灣黨文指出《招部叢啊》電子腹中〈准禍

于)原文關館與文本頁面文字本梧舍的問題. 47 皮綾古籍罐子給系統仍需改釋。另

外雖然古籍幫子化艷學者握供不少助力，但讓行研究之先'的必須精讀照番，有7

是娟的了解，才能進行深入分析。故此，吉籍會籃子化系統技月三可以取代讚醬以及人

的思考，要認識中醫縛兢文化仍需要「人 j

46 至可參考鄭永瞬: <ð籍數字化與古典文學研究的未來) .載{文學遺讓豆，泌的生存(第 1額)丟在I3 1-

137 '以及岱白偉: <中文古籍數字化的成就與挑戰) .裁《般都學刊> .2004年(第4期) • !'i l00爛

103 。

47 (進黨支}本《游福子. fl答道) : í 欲寅zA:，、亡於1令，則肌虎可尾，何況狗為之頸? J 去:金孫《讀書雜

志〉孟之 r w欲翁之心 J ' ~主趙品發支書 f 三反 Æ .字之誤也。曹文』與『肉 a 悶。欲肉漪，欲食肉也< J 

影鈔北宋三字{進 i譜子}原文工在作「欲三三之心 J 可知王氏之說弓之緣。{帥部買書刊》電子

版之原文關像f乍 í ~三 J 然我文本質誼之撥給字則作「害 J 與康發不同，可約1使海省籍道子系統

將，仍須是比心其中版本與文字之問題，有財影響研究之機確悔。詳細內容可參考 Che Wah Ho, CHANT 

(CHin自e ANcíent Texts):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of alJ ancient Clúnese texts up to 600 AD, Joumal of Digital 

諒你rmation， Volume 3 Issue 2, Artícle No. 119. 2(賞。2-0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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