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略论专题目录在 目录学领

域里的地位和作用

张 厚 生

专题目录在 目录学领域的大家庭里
,

历史最悠久
,

发展最迅速
,

数量最庞大
,

性能最活

跃
。

本文拟从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
,

目录学领域内的各种类型目录的划分及其相互间的比较
,

来衡量一下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
。

我们知道
,

目录学是书 目工作的概括和总结
,

是研究人类社会图书目录工作的全部活动

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

作为一门学科
,

目录学是在图书文献出现之后
,

根据社会的需

要
,

在丰富的书 目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我国图书的产生
,

至少已有四千多

年的历史
。

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古国的图书的产生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

象古代埃及用纸草

( P a p y r y s
or ib l o s ) 书写的书本

,

现存的这种纸草本有公元前六
、

七世纪的拉丁文本
,

保存

在欧洲的一些图书馆里
。

古代的书籍还有用树皮
、

蜡板
、

羊皮
、

犊皮
、

亚麻布等材料做成的
。

当然
,

这些书籍没有一定的规格
,

仅是把文字记在这些材料上
,

我们今天便把这些看成为书

籍
。

我国现存最古的书籍要算三千多年前的商朝的甲骨作的书籍
,

这是把象形文字以刀刻在

甲骨上面
,

记载当时人类活动的
“

书
” 。

我们祖先的书
,

除甲骨书之外
,

还有刻在 石 头 上 的

书
,

还有青铜器
、

竹简木板等
。

春秋战国时期
,

著作繁荣
,

进入百家争鸣时期
,

这时的书籍已

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了
。

可 以说
,

我国正式的书也是从这时的简册开始的
。

这时的书是用竹片

或木板作材料
,

每一本书要用很多竹简写成
,

再用丝绳或皮带编连起来
,

便称这种书为
“

册
” 。

木板又称版犊
,

一般作画图用
。

由于简册增多
,

人们使用起来很是不便
,

孔子外出时带书
,

要用牛车装载这些简册
。

为了便于利用书籍
,

便产生了目录和目录工作
。

目录和 目录工作的发

生和发展是同人类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发展紧紧相联系的
。

《隋书
·

经籍志》说
: “

古者

史官既司典籍
,

盖有 目录以为纲纪
。 ”

这里可以看出
,

目 录 的 产 生

,

是 为 便 于 管 理 和 寻 检 那 时

数 量 可 观 的 典 籍 文 献 的

。

目 录 是 书 目 工 作 的 成 果

,

有 了 目 录

,

即 说 明 先 已 有 了 书 目 工 作

。

班 固
《 汉 书

·

叙 传
》 中 说

: “

刘 向 司 籍

,

九 流 以 别

,

爱 著 目 录

,

略 叙 洪 烈

。 ”

可 见 在 到 了 刘 向 的 时

候

,

目 录 工 作 内 容 已 相 当 丰 富

,

目 录 工 作 方 法 已 达 到 相 当 成 熟 的 水 平

。

由 是

,

不 少 学 者 都 说

,

我 国 目 录 学 起 源 于 汉 代 刘 向

、

刘 欲 的
《 别 录 》

、
《 七 略 》 ①

。

目 录 学 的 名 称 在 国 外 较 早 出 现 的
是

古 希 腊 文 中 的 B i b l i o n g r a p h o ,

意 思 是 书 籍 的 抄 写

,

到 了 公 元
1 7 6 3 年 D e B u r e

作 (( B ib l i a g r -

aP il e ih s t r
uc it ue 》 一 书

,

目 录 学 的 名 词 才 开 始 作 为

“

记 录 书 籍

”

的 意 义

。

然 而

,

无 论 是 在 中 国

,

还 是 在 外 国

,

在 通 常 人 说 的 目 录 学 出 现 之 前

,

在 综 合 性 的 国 家 目
录

产 生 之 前

,

已 早 有 了 专 题 性 目 录 的 存 在

。

上 面 讲 过

,

我 国 殷 商 时 代

,

已 收 藏 有 甲 骨 一 类 的 图 书

,

伴 随 着 图 书 的 产 生 相 继 有 了 管 理 图 书 的 工 作 的 产 生

。

我 国 古 代 负 责 掌 管 图 书 的 是 史 官

。

周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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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锻 务 种 专 职 史

`

l’l’ 来 分 别 竹 理 各 种 专 门 性 的 典 箱
,

这 不 能 不 波 丹 作 足 专 题 性 的 ! l录能够比综

合性的 日录优先出现的一个负要条件
。

址 然

,

那 时 的 11 录
, “

体 制 烟 灭 不
` . r凝知

”

②
.

了 .1I 足梢

后 一咚 的史料 记 载
,

确 实 已 证 明 了 大 项 的 综 合 性 11录《 别 录 》 和 《 七 略 》 编 成 之 前
,

许 多 专 题 日

录 先 已 相 继 问 ttt
。

因 为 有 了 专 题 日 录 的 编 制

,

才 促 进 了 综 合 性 目 录 的 诞 生

。

所 以

.

那 种 把 刘

氏
《 别 录 》

、

《 七 略 》 朴 成 是 我 国 n 录学的起源的说法
,

显 然 是 片 而 的

。

姚 名 达 先

产 :.l 在他的 l(( ! ,
网

! ! 录学史 》 里 己 对 此 提 出 异 议 ③ ,

余 盛 锡 ((I !录学发徽 》 ,

卜 也 说

: “

11 录之学
,

山 来 尚 矣
! 《 词 》

、

《 书 》 之 序
,

即 其 萌 芽

。 ”

把 日 录 学 的 起 源 时 间 推 溯 到 集 汉 之 际

。

专 题 目 录 的 产 生

,

大 致 也 是 在

这 个 时 期

。

班 固
《 汉 书

·

艺 文 志
》 说

: “

自 存 秋 至 犷 战 国

,

出 奇 设 伏

,

变 诈 之 兵 并 作

。

汉 兴

,

张

良

、

韩 信 序 次 兵 法

,

凡 百 八 十 二 家

,

删 取 要 用

,

定 著 三 十 五 家

。

诸 吕 用 事

,

而 益 取 之

。

武 帝

时

,

军 政 杨 仆 柑 披 遗 逸

,

纪 奏
《 兵 录 》 ,

犹 未 能 备

。

至 于 孝 成

,

命 任 宏 论 次 兵 书 为 四 种

。 ”

可 见

,

在 向

、

欲 之 前

,

己 有 张 良

、

韩 信 运 用
《 诗 》

、

《 书 》 之 序 的 体 例 与 方 法
,

来 序 次 兵 书
,
杨 仆 根 据

当 时 掌 握 图 书 文 献 的 范 围
,

将

“

兵 书

”

这 一 专 题 图 书 文 献

,

编 撰 成 一 部 专 题 目 录

。

这 一
《 兵 录 》

,

是 史 书 上 记 载 下 的 最 早 的 一 部 专 题 目 录

,

也 是 迄 今 我 们 所 知 道 的 我 国 目 录 学 史 上 最 早 的 一 部

目 录 书

。

从 杨 仆 编 制
《 兵 录 》 专 目

,

还 可 看 出 那 时 编 制 专 题 或 专 科 目 录 的 举 动

,

是 同 直 接 管 理

那 个 部 门 图 书

,

从 事 那 个 专 门 事 务 的 人 密 切 相 联 系 的

。

杨 仆

,

公 元 前 二 世 纪 到 前 一 世 纪 间 人

,

做 过 楼 船 将 军

,

做 到 军 政

,

他 编
《 兵 录 》 这 一 军 事 方 面 的 目 录

,

正 是 理 所 当 然

。

那 么

,

当 时 职 掌 其

他 事 务 的

,

也 会 编 有 其 他 专 题 的 目 录

,

可 惜

,

目 前 没 有 史 料 加 以 证 实

,

这 里 恕 不 加 妄 说

。

不

过

,

司 马 迁
《 史 记 》 自 序 里 记 着

“

肖 何 次 律 令

,

张 苍 为 章 程

,

叔 孙 通 定 礼 仪

” 。

后 来 在 西 汉 后 期

刘 向 应 诏 校 书 时

, “

诏 光 禄 大 夫 刘 向 校 经 传

、

诸 子

、

诗 赋

,

步 兵 校 尉 任 宏 校 兵 书

,

太 史 令 严 咸

校 数 术

,

侍 医 李 柱 国 校 方 技

” ④
,

这 些 按 专 业 技 能 来 分 工 整 理 图 书 的 情 形

,

自 周 朝 以 来 似 乎 是

一 脉 相 承

,

且 又 是 在 不 断 发 展

。

这 种 情 况 对 于 大 量 专 题 目 录 的 产 生 确 是 极 为 良 好 的 条 件

。

杨

仆
《 兵 录 》 的 产 生

,

说 明 了 专 题 目 录 的 出 现

,

是 大 型 的 综 合 性 目 录 产 生 的 基 础

。

我 们 拿 国 外 的

目 录 学 发 展 的 历 史 来 看

,

也 可 说 明 这 点

。

上 面 曾 讲 过

,

西 方 在 十 八 世 纪 中 叶

, “

目 录 学

”

才 有

接 近 于 现 在 的 这 一 名 词 的 意 义

。

而 在 这 以 前

,

无 论 是 十 二 世 纪 到 十 五 世 纪 之 间 的 中 世 纪 修 道

院 目 录

,

还 是 十 五 世 纪 到 十 八 世 纪 之 间 的 专 科 大 学

、

专 门 学 术 机 关 的 学 术 目 录

,

多 数 是 以 专

题 或 按 学 科 来 编 制 的

。

如

,

在 十 六 世 纪 后 期 以 后

,

德 国 莱 茵 河 法 兰 克 福 市 以 及 在 莱 比 锡 市

,

出 现 了 不 少 专 题 目 录

,

象 关 于 医 药 方 面 的

,

关 于 法 权 方 面 的 都 编 有 专 目

,

而 这 些 目 录 比 起 有

名 的 综 合 性 目 录
《 大 英 博 物 馆 目 录 》 早 上 几 百 年

。

由 以 上 所 述

,

我 们 得 知 由 于 专 题 目 录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导 致 了 整 个 目 录 学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

专 题 目 录 在 目 录 学 领 城 里 的 地 位

,

已 是 显 而 易 见

。

在 后 来 漫 长 的 历 史 时 期 内

,

由 于 科 学 文 化 发 展 的 需 要

,

由 于 目 录 学 理 论 和 方 法 反 过 来 对 专 题

目 录 的 促 进 作 用

,

由 于 各 种 类 型 目 录 之 间 的 分 工 与 配 合

,

专 题 目 录 得 到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

所 有

这 些

,

都 表 明 了 专 题 目 录 在 目 录 学 里 是 举 足 轻 重 的

,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组 成 部 分

。

为 了 更 全 面 地 研 究 专 题 目 录 在 目 录 学 领 域 里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问 题

,

我 们 还 可 从 目 录 学 这 个

“

家 族

”

中 各 种 类 型 目 录 的 划 分 并 以 专 题 目 录 同 其 他 类 型 的 目 录 的 比 较

,

来 作 更 明 确 的 鉴 别

。

面 对 浩 繁 的 书 目 遗 产 和 不 断 涌 现 的 新 的 书 目

,

人 们 所 取 的 分 类 的 标 准 不 同

,

划 分 出 的 书

目 类 型 也 不 尽 相 同

,

如 张 尔 田

、

张 舜 徽 把 目 录 分 为 官 家

、

藏 书 家

、

史 家 等 类
⑤ ,

孙 德 谦 等 人



、

读 书 家

、

史 家 三 种
⑥ ,

以 姚 名 达 为 代 表 的 另 一 意 见 认 为
,

书 目 可 分 以 下 三 派

:

一 是 在 部 类 之 后 有 小 序

,

书 名 之 下 有 解 题 的

,

这 类 如 晃 公 武
《 郡 斋 读 书 志 》 ,

陈 振 孙
《 直 斋 书 录

解 题 》 , 《 四 库 全 书 总 目 提 要 》 等 ,
另 一 派 是 有 小 序 而 无 解 题 的 书 目

,

属 于 这 类 的 有
《 汉 书

·

艺

文 志 》
、

《 隋 书
·

经 籍 志
》 等

。

第 三 派 是 只 著 书 名

,

无 小 序 解 题 的 书 目

,

如
《 唐 书 经 籍 志 》 、 《 通

志
·

艺 文 略
》 等 ⑦

。

属 于 第 一 派 的

“

在 论 其 指 归

,

辨 其 讹 谬

” ,

属 于 第 二 派 的

, “

在 穷 源 至 委

,

竞 其 流 别

,

以 辨 章 学 术

,

考 镜 源 流

” ,

属 于 第 三 振 的

, “

在 类 例 分 明

,

使 百 家 九 流

,

各 有 条 理

,

并 究 其 本 末

,

以 见 学 术 之 源 流 沿 袭

” ⑧ 。

和 姚 名 达 持 同 一 见 解 的 有 刘 纪 泽

、

周 贞 亮

、

倪 宝 坤

等 ⑨
。

刘 咸 折 认 为 目 录 可 分 为 总 目

、

藏 目

、

专 目

、

选 目 四 类 L
。

他 说 的 总 目

,

指 总 录 现 有 书 的

目 录

,

如
《 文 献 通 考

·

经 籍 考
》 便 是 ;

藏 目 是 指 某 一 个 时 期 的 公 藏

、

私 藏 目 录

,

如
《 崇 文 总 目 》

、

《 郡 斋 读 书 志 》 等 是 ,
专 目 是 指 专 题 或 专 科 目 录

,

如 宋 高 似 孙
《 史 略 》

、

《 子 略 》 ,

清 朱 彝 尊
《 经 义

考 》
、

王 国 维
《 曲 录 》 等 ,

选 目 是 指 经 选 择 而 编 制 的 书 目
,

象 张 之 洞 《 书 目 答 问 》 便 属 这 类 的 目 录
。

汪 辟 备 等 人 则 认 为

,

目 录 可 分 为

“

纲 纪 群 籍

,

薄 属 甲 乙

”

的 目 录 家 目 录

, “

辨 章 学 术

,

剖 析 源

流

”

的 史 家 目 录

, “

鉴 别 旧 粱

,

仇 校 异 同

”

的 藏 书 家 目 录

, “

提 要 钩 元

,

治 学 涉 径

”

的 读 书 家 目

录 @ , 《 四 库 全 书 总 目 》 编 者
、

张 遵 俭

、

张 树 三 等 人 认 为 中 国 过 去 目 录 可 分 为 有 解 题 的 和 无
解

题 的 两 种 类 型 @
。

等 等

。

国 外 目 录 学 界 对 目 录 类 型 的 划 分 也 很 不 相 同

,

如

,

英 国 目 录 学 家 福 开 森 将 目 录 分 为

“

以 时

代 为 选 择 基 础 的 目 录

” , “

在 某 一 个 国 内 或 城 内 或 区 内 所 印 刷 之 书

” , “

各 印 刷 人 所 印 刻 之 书

” ,

“

非 印 在 纸 上 而 印 在 他 种 材 料 如 绸

、

缎

、

羊 皮

、

有 色 纸

、

日 本 纸 上 的 书 籍

” , “

用 各 种 字 体 所 刊 印

的 书 籍

” , “

以 书 的 大 小 为 著 录 之 标 准 的

” , “

有 图 解 的 书

” , “

各 种 文 字 之 书

” , “

分 类

” , `
诸 家

所 藏 书

” , “

自 著 书

, ,

禅

书
S i n g l e b oo k s ” , “

异 名 氏 和 不 著 名 氏 之 书

” , “

秽 裹 的 书 和 近 于 秽

袭 的 书

” , “

善 本 或 称 诊 本 的 书

” , “

视 编 者 的 收 藏 和 本 领

”

编 的

“

普 通

”

的 目 录 等 十 六 个 类 型 0 ,

苏 联 列 宁 格 勒 图 书 馆 学 院 目 录 学 教 研 室 把 苏 联 的 书 目 分 为 登 记 性 书 目
、

推 荐 性 书 目

、

批 评 性

_

书
目

三
个

不 同 职 能 的 基 本 类
型

,

又 按 用 途 的 分 类

,

分 为 普 通 书 目 和 专 科 书 目

,

现 行 书 目 和 回

溯 书 目

、

传 记 书 目

、

地 方 志 书 目

、

书 目 的 书 目 等 0 ,
苏 联 《 大 百 科 全 书 》 “

目 录 学

”
词 条 说

,

按

书 目 的 社 会 功 用 分 为 登 记 性 书 目

,

科 学 辅 助 书 目 和 推 荐 性 书 目
,
根 据 书 目 资 料 的 内 容 可 以 分

为 综 合 性 书 目
,

专 题 目 录
,
按 所 反 映 的 时 间 分 为 现 行 书 目

,

回 溯 性 书 目

、

预 告 书 目
,
按 地 点

分 为 国 际 书 目
,

国 家 书 目
,

地 区 性 书 目
,
按 书 目 资 料 反 映 的 区 域 分 为 一 国 书 目

,

地 方 志 书 目
;

书 目 的 书 目 和 传 记 书 目 是 目 录 的 一 些 特 殊 的 形 式
。

美 国
《 百 科 全 书 》 (1 9 7 7 年 版 ) 中的

“

系 统

.

目
录 学

”

词 条

,

将 书 目 分 为 现 行 的

,

回 溯 性 的
多

除 了 这 样 分 外

,

又 进 一 步 类 分 为 列 举 式 书 目

,

专 题 目 录

。

其 中

,

专 题 目 录 又 分 索 引

,

文 摘

,

单 主 题 的 文 献 指 南

,

引 文 目 录

,

选 读 目 录

,

书

目 之 书 目

。

以 上 各 种 划 分 书 目 类 型 的 主 张

,

有 的 是 从 书 目 编 制 的 方 式 提 出 来 的

,

有 的 是 从 书

:

目 的 社 会 职 能 提 出 的

,

有 的 是 从 书 目 的 内 容 提 出 来 的

。

从 这 些 对 于 书 目 类 型 划 分 的 意 见 中

,
.

我 们 能 够 初 步 看
出

专 题
目

录 在 各 种 类 型
目

录 中 的 地 位

,

了 解 专 题 目 录 同 其 他 目 录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

不 过

,

上 述 的 意 见 有 不 少 是 从 目 录 的 某 一 次 要 方 面 加 以 强 调 的

,

对 书 目 的 特 征 揭 示 得

不 够 充 分

,

因 此

,

有 必 要 根 据 现 存 书 目 的 实 际 情 况

,

按 照 它 们 的 内 在 特 点 来 进 行 分 类

。

这 样

,

对 于 进 一 步 研 究 专 题 目 录 在 目 录 学 领 域 里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是 很 有 意 义 的

。

一 般 说 来

,

以 书 目 所 收 录 的 图 书 资 料 的 内 容 范 围 和 按 照 书 目 编 制 的 目 的 及 其 社 会 职 能 这

些 标 准 来 划 分 出 的 书 目 类 型

,

可 视 为 基 本 类 型 的 目 录

。

前 者 大 致 能 分 为 综 合 性 目 录

,

专 题 或

_



11录两火类叫
,
后 行 分 为 联 记 朽 11

.

专 胭 11录和选 i矣 }̀ 11 毛大类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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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夕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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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
止 作 个 知 协 t

门类 的 I划 l弓文
献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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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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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爪在全硒f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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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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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性 通 报

一胭关北我筑一专有如代建

一录
,

编桥
冲某收献馆大录绕科文书名

日向 特

对 象 了 f

介绍 某

图 l弓文

不 限 布屯 限

粉重在一个 专

翘范围收录齐个

rFJ 齐种 !弓刊资料

令题 阅 读 书
11

,
一

专 题 联 合 目

录

,

专 题 馆 践 目

,

止

,

专 题 通 报 目

录

,

今 考 研 究 资

料 f l录

仆 记 11录

可以是综合性

的
,

也 可 以 是

`

专

题 或 专 科 性 的

,

l

如 《 全 国 新 书 目 》 …

一般 是 反 映
·

个 时 期 的 图

朽 情 况

粉 重 著 录 图

书 名

,

作 者

,

版 项 等

国 家

一

l弓日
,

禁

出 }焚书口等

选读日录

可以是 专题性

的
,

也 可 以
是 综

合 性 的

,

如 《 书

目 答 问 》

肴 重 在 精 选 和

评 介 图 书

如 专 题 推 荐 书

目
,

专 业 阅 读 书

目

馆 藏 目 录

仅 反 映 一 馆 的

藏 书 的 目 录 不 限

限 于 馆

藏

,

非 馆

藏 的 不 收

有 索 书 号

,

排

架 号

联 合 目 录

可 以 是 专 题

的

,

也 可 以 是 综

合 性 的

不

指 明 收 藏

图 书 的 各 个

单 位

注 重 著 录 收 藏

单 位 的 代 号

,

着

重 汇 编 统 一 工 作

专 题 联 合 目

录

,

地 方 志 综 录

,

期 刊 联 合 目 录

,

外 文 新 书 联 合 目

录

,

综 合 性 联 合

目 录

着 重 著 录 书 名

著 者

,

出 版 事 项

现 行 目 录 的 编

制 须 是 经 常 性 的

或 定 期 性 的

科 技 通 报 目

录

,

图 书 年 鉴

不 限

物太编是行版 预不内有的发出间的也物好在后时

,

编版录是行的的出就
目

发长制在前编

登 记 通 报 新 出

版 的 图 书 的 目 录

现 行 目 录 不 限

回 溯 目 录

总 结

,

记 载 过

去 某 一 个 历 史 时

期 内 出 版 的 图 书

的 目 录

收 录 的 图 书

限 于 某 一 个 时

期 内 出 版 的

,

如 北 京 图 书 馆

在 编 的
《 1 9 1 1

一
1 9 4 9

全 国 总

书 目 》

不 限

依 靠 经 过 全 面 } 回溯性全国书
搜集起来的图书}目

,

回 溯 性 期 刊

来 编
称

这 些 书 }目录
须能代表那个时}
期性质的 !

8 2



。

当 然

,

它 具 有 一 般 目 录 的 性 质 和 作 用

,

这 就 是 揭 示 图 书

,

描 述 图 书 的 基 本 特 征

,

借 以 作 为 检 索 图 书 文 献 的 工 具

。

如 是

,

有 人 便 称 为 书 目 是 二 次 文 献 检

索 工 具

。

专 题 目 录 除 了 具 有 目 录 的 这 些

“

共 性

”

特 点 与 作 用 之 外

,

同 时 它 也 具 有 自 己 特 有 的 性

质 与 作 用

,

从 上 面 所 列 的 各 种 类 型 目 录 一 些 特 点 的 比 较 表

,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

在 编 制 的 目 的 与

社 会 职 能 方 面

,

在 编 制 方 法 上 的 侧 重 方 面

,

专 题 目 录 与 综 合 性 目 录

,

选 读 书 目

,

登 记 目 录 等

都 是 有 不 同 的 要 求
的

。

正 因 为 如 此

,

专 题 目 录 在 整 个 目 录 学 领 域 中 起 着 自 己 的 独 特 的 功 用

,

它 的 性 能 和 作 用 不 能 由 其 它 类 型 目 录 所 代 替

。

而 且

,

由 于 社 会 的 需 要

,

专 题 目 录 发 展 得 很 快

,

在 数 量 上 比 其 它 所 有 种 类 目 录 的 总 和 还 多

。

在 目 录 学 领 域 里

,

专 题 目 录 已

“

蔚 为 大 国

” ,

它 在

目 录 学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注 释

:

① 朱 一 新 《 无 邪 堂 答 问 》 (上海鸿宝斋石 印
,

1 8 96 年 ) 卷 二 中说
: “

刘 中 垒 父 子 成
《 七 略 》 一 书

,

为 后 世 佼 仇

之 祖

。 ”

容 肇 祖
《 中 国 目 录 学 引 论 》 (载 《 图 书 馆 周 报 》 5

卷
4 期

,
1 9 2 8 年 9 月 ) 说

: “

中 国 目 录 学
… … 始 于 刘 向 对

散 父 子 的 《 七 略 》 ”

等 等

。

② 魏 征 《 隋 书
·

经 籍 志 》 序
,

见
《 隋 书 》 ,

中 华 书 局

,
1 9 7 3 年 5 月

。

③ 姚 名 达 《 中 国 目 录 学 史 》 “
溯 源 篇

”
说

: “
一 般 叙 次 中 国 目 录 源 流 者

,

多 断 始 于 西 汉 末 年 之
《 别 录 》 与 《 七

略 》 … 此 犹 直 认 黄 河 出 于 积 石
,

长 江 导 于 峨

、

沱

,

而 不 知 其 上 流 尚 有 更 幽 远 之 渊 源 也

。 ”

④ 见 班 固 《 汉 书
·

艺 文 志 o)}

⑤ 分 别 见 张 尔 田 《 汉 书 艺 文 志 举 例 序 》
,

载 《 亚 洲 学 术 杂 志 》 第 2 期
,

191 年 11 月多 张舜 徽《 中 国 校 仇 学

分 论 〔下 〕一 目 录 》
,

载
《 华 中 师 院 学 报 》 1 9 8 0 年 第

2 期
。

⑥ 见 孙 德 谦 《 刘 向 校 仇 学 阐 微 》 ,

四 益 宦 刊 本

,
1 9 2 3

年
。

⑦ 姚 名 达 《 目 录 学 》
,

商 务 印 书 馆

,
1 9 3 3 年

。

⑧ 余 嘉 锡 《 目 录 学 发 微 》
,

中 华 书 局

,
1 9 6 3

年
。

⑨ 刘 纪 泽 《 目 录 学 概 论 》
,

上 海 中 华 书 局

,
1 9 3 4

年
;
周 贞 亮 《 目 录 学 》

,

载 《 安 雅 》 1 卷 第
4

、
6

、
8

、

10
、

n 期
,

1 93 5
年 5一 12 月 ,

倪 宝 坤 《 图 书 馆 编 目 学 》
,

台 湾 中 华 书 局

,
1 9 7 7

年
。

L 刘 咸 折 《 目 录 学 》
,

成 都 茹 古 书 局 刊 本

,
1 9 3 4

年
。

0 汪辟夏《 目 录 学 研 究 》
,

商 务 印 书 馆

,
1 9 3 4

年
。

@ 见《 四 库 全 书 总 目 提 要 》 “
目 录 类

”

叙
;
张 遵 俭 《 中 西 目 录 学 要 论 》

,

载 《 东 方 杂 志 》 40 卷 10 号
,
1 9 4 4 年

5 月
;
张 树 三 《 目 录 学 概 论 》 ,

台 湾 中 华 书 局

,
1 9 7 9 年

。

L 福 开 森 《 目 录 学 论 略 》 ,

耿 靖 民 译

,

载 武 昌 《 文 华 图 书 馆 学 专 科 学 校 季 刊 》 6 卷 1 期
,

1 9 3 4
年

3 月
。

0 《 苏 联 目 录 学 的 方 法 与 种 类 》 ,

唯 学 译

,

载
《 图 书 馆 学 通 讯 》 1 9 6 0

年 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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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的黄 河冲 积 平原
,

是 世 界 上 最 广 大

、

最 成 熟 的 黄 土 积 存

,

广 阔 达 三 十 二 万 三 千 七 百

五 十 徐 方 公 里

,

厚 度 三 十 至 一 百 公 尺

,

最 厚 的 在 一 千 公 尺 以 上

。

我 们 的 祖 先 很 早 在 这 里 定 居

下 来

,

从 事 农 牧 业

,

创 造 了 灿 烂 的 古 代 文 化

。

原 始 农 牧 民 在 生 活 实 践 中 观 察 了 植 物 种 子 发 芽

生 根 的 全 过 程

,

理 解 到 植 物 的 生 命 在 于 根 蒂

,

植 根 的 大 地 是 生 命 的 泉 源

。

人 和 地 的 关 系 如 同

鱼 和 水 的 关 系 一 样

。

活 着 靠 大 地 哺 养

,

死 了 以 大 地 为 归 宿

, 《 礼
·

祭 仪
》 所 谓

: “

众 生 必 死

,

死

必 归 土

。 ”

对 母 亲 大 地 的 感 情 是 特 别 深 厚 的

。

黄 土 原 上 的 居 民 很 早 就 把 氏 族 图 腾 崇 拜

、

祖 先 祟

拜 和 大 地 崇 拜 结 合 了 起 来

,

创 造 了 自 己 的 创 世 神 和 宗 祖 神 黄 帝 的 风 貌

。

她 是 黄 泥 巴 腿 干 自 己

创 造 的 上 帝

,

所 以 才 叫 黄 帝

。

黄 帝 的 子 孙

,

龙 的 传 人

,

我 们 本 是 一 条 根

,

我 们 可 不 能

“

数 典

忘 祖

”

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