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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献
一

学

王 余 光

“

文献
”

一词
,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语里就已经出现了
。

孔子在《论语
·

八愉》中说
`

` 夏礼
,

吾能言之
,

祀不足征也 ; 殷礼
,

吾能言之
,

宋不足征也
。

文献不足故也
。 ”

在这里
,

`

文献
”

是指文字资料和贤能的人
。

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
·

总序》中对
“

文献
”

作了较为具体

钓诊释
,

他认为
,

凡经史
、

会要
、

百家传记等书
,

信而有征者
,

谓之文 , 凡臣僚之奏疏
、

诸

儒之评论
、

名流之燕谈
、

稗官之记录等
,

一话一言
,

可 以订典故之得失
,

证史传之是非者
,

谓之献
。

可见
“

文献
”

是指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
。

这一意义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

中国文献历史悠久
,

从甲骨文算起
,

已有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

文献在流传过程中
,

往往由于真伪
、

是非
、

残缺
、

语言等种种原因
,

造成人们阅读和利用的不方便
,

这样
,

文献

整理就成了一项十分必须的工作
。

早在春秋末年
,

孔子就整理过《尚书》等文献
,

这是我国私

家整理文献的开端
。

汉成帝时
,

政府组织人力整理藏书
。

自此以后
,

我国各个时期
,

对文献

的整理几乎从未间断过
。

随着文献整理的广泛深入开展
,

一些专家在文献整理实 践 的基 础

上
,

随着对文献的认识和理解的加深
,

对文献整理的经验进行总结
,

写出了一些文献整理的理

论与方法的著作
,

这些著作奠定了文献学建立的基础
。

然而
,

作为一门有理论系统的学科
,

文献学还正有待于建立
。

本世纪 以来
,

学者们开始重视对文献学进行理论研究
。

1 9 2 8年
,

郑鹤声
、

郑鹤春写有《中

国文献学概要》一书
,

他们在该书的《例言》中认为
: “

结集翻译编纂诸端
,

谓之文 ; 审订讲习

印刻诸端
,

谓之献
。

叙而述之
,

故 日文献学
。 ”

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
,

它主要是研究文献整理

的一些间题
。

目前
,

比较有影响的文献学著作是张舜徽先生 1 9 8 2年所著的 《中 国文献学》
。

作者在书中认为
,

我国古代
,

无所谓文献学
。

过去称的校佛学
,

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
。

我们

应
“

很好地继承过去校体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
,

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
、

资

料 (包括甲骨
、

金石
、

竹简
、

帛书 )
,

进行整理
、

编纂
、

注释工作
。

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
、

系统化 ; 古奥的文学通俗化
、

明朗化
。

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条别源流
,

甄论得

失
,

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
,

节省时间
,

在研究
、

整理历史文献方面
,

作出有益的贡献
,

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 ” ① 很显然

,

张舜徽先生是把对图书
、

资料进行整理
、

编纂
、

注释等工作
,

看作是文献学的主要内容
。

这里
,

我有两点不 同看法
:

(一 ) 文献整理
,

内容包

括辨伪
、

版本
、

校勘屯辑佚
、

注释
、

目录等
,

是具体的学术活动
,

不应看成是文献 学 的 本

身
。

(二 )如果把文献学看作是研究文献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学科
,

那么
,

这至少是不全

面的看法
,

这样的文献学是传统的文献学
,

或者称为文献整理学更为准确
。

1 9 8 6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 ,

作者在该书的《绪言》中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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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所包括的内容就是广义的文献学
,

但
“

广义的
`

文献学
’

是无法在课 堂 七

讲授的 , 然而
,

既称为
`

文献学
, ,

就必须名副其实
,

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
、

运用
、

处理
、

接受文献的方法
。

这方法要能够执简御繁
,

举一反三
,

臂如一把多种形状的钥匙
,

可 以开启

多样形式的锁
。

书籍既是智识的宝库
,

对它怎样开启
,

进一步怎样发掘
、

整理
,

就是一个重

要间题
。 ”

作者根据前人积累的经验
,

将文献学的内容规定为目录
、

版本
、

校佛三项
。

作者认

为
:
目录是为了介绍文化遗产

,
版本是为了检择可靠的材料

,

校摊是整理材料 的 方 法
。

这

里
,

王欣夫所说的文献学
,

实际上就是宋代以来的校佛学
。

张舜徽先生在四十年代曾认为目

录
、

版本
、

校勘之学
,

三者俱校摊之事
。 ②事实上他近年所讨论的文献学

,

也就是在校佛学

内
一

容的基础上加以增益的结果
。

我在 1 9 8 6年写《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时
,

对文献学研究的范围也有所论及
。

当时我认为
:

文献学是以文献整理的各方面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

具体说
,

文献学要研究文献

整理的对象
、

整理的内容和方法及文献整理的历史
。

首先
,

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对象
。

文献整

理的对象即是文献本身
,

一个文献整理家
,

如果不对文献有所了解和认识
,

那么整理工作是

难以开展的
。

文献学不仅要研究每一个体文献的材料来源
、

编著过程
、

体裁
、

体例
、

内容及

其价值
,

同时
,

文献学还要把文献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去揭示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

过程
,

研究各个时期文献的特点及各个时期文献的继承性
。

文献学对文献的研究为文献整理提供了

科学的基础
。

其次
,

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
。

前人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主要有辨伪
、

版本
、

校勘
、

辑佚
、

标点
、

注释
、

翻译
、

书目
、

索引等
。

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主要要解决三

个间题
: 一是要实证文献的真实性

、

原本性与完整性
,

这就有了辨伪
、

版本
、

校勘
、

辑佚等

方法 ; 二是要解释文献的语言与内容
,

这就有了标点
、

注释
、

翻译等方法 ; 三是要解决文献

的排列顺序
,

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文献提供方便
,

这就有了书目和索引等方法
。

文献整理的上述

三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
,

通过文献整理
,

人们可以有效而准确地获得可靠的
、

易于理解的文

献
。

再次
,

是对文献整理历史的研究
,

文献学要考察我国文献整理的发展过程
,

总结前人文

献整理的方法和经验
,

为今天文献整理的实践服务
。

③现在看来
,

这样的规定仍然是不够全

面的
。

那么
,

一门有理论系统的文献学应该是怎样的呢 ? 也就是说
,

在现时代
,

文献学应当担

负起怎样的使命呢 ?

首先
,

文献应当是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
,

就是说
,

文献学不仅是把文献作为自

己的研究手段
,

同时也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
。

历史学
、

文学史
、

哲学史等许许多多的学科
,

它们都需要研究文献
,

然而
,

它们研究文献只是作为一种研究手段
。

如历史学
,

它研究大量

的历史文献
,

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去揭示某一历史规律或某种历史现象
,

文献成为它

的研究手段
。

文献学则不然
,

它研究文献
,

目的就在于要揭示文献本身
。

文献作为文献学研

究的主体
,

使文献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了可能
。

其次
,

文献学既是以文献为研究主体
,

那么
,

它应当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文献的一门学

科
,

而不应仅摄取文献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特征加以研究
。

基于上述两点认识
,

我们对文献学内容的描述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

而文献学内容的

具体构成又是受文献本身的特点所制约的
。

首先
,

文献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

如同其他文

化实体一样
,

有自己独特性的一面
。

因此
,

文献学要揭示文献的属性与构成
,

阐述文献的制

作
、

流传
、

收藏的全过程
,

并从文献利用的实际角度出发
,

研究文献整理与揭示 的 方 法 和

原则
,

为文献整理和揭示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其次
,

文献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
,

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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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历史
,

这样
,

文献学必须要把文献放入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文献的发

展
、

兴衰与历史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

再次
,

文献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文献

在人们生活和人类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

是文献学所不 能 不 研 究

的
。

1
。

文献的属性

文献是属于文化的范畴
。

关于文化
,

前人已作过很多定义
,

这里不再赘述
。

我认为
,

文

化是人的精神作用于外部世界的结果
,

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别于物质世界
,

也有别于精神世界的特殊领域
,

这个领域可称之为
“

文化世界
” 。

文化的内容大略可包括三个

方面
: ( 1) 人的规范的总体

,

如义务
、

价值
、

道德
、

教育等 , (2 )人类社会的总体
,

如家庭
、

民族
、

国家等 , ( 3) 客观知识的总体
,

如宗教
、

艺术
、

科学
、

语言
、

文献
、

机器等
。

很显然
,

文献是文化中客观知识总体的一个部分
。

知识以其存在形式可划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两

部分
,

主观知识存在于人的脑子里
,

随着人的死亡而消亡
,

客观知识存在于人的脑外
。

文献

就是客观知识与物质形式的统一体
,

其内容是客观知识
,

形式是竹木纸张等物质实体
。

英国

哲学家卡尔
·

波普尔说
: “

不管是科学书籍还是文艺书籍
,

一本书是一种物理 对 象
。

… …但

是使它成为人类精神品的重要产物是它的内容
。

版本不同
,

内容依然不变
。 ” ④这样

,

我们对

文献的属性就有以下两方面的理解
。

一方面
,

文献不能纯属物质的范畴
。

我们平常提到的文

献
,

不是指文献的外在形式
,

而较多的是指它的知识内容
。

现有一本历史书
,

一本物理书
,

假定它们的印刷
、

装杭
、

纸张等物理属性是相同的
,

然而它们仍不是同一本书
。

相反
,

我们

所说是一样的书
,

比方《中国史学发展史》 ,

却可能属于不同的版本
,

物理属性全然不同
,

假

如所有这些版本都包含同一内容
,

即同样的句子序列
,

那么
,

它们实际上是同一本书
。

这就

是说
,

知识内容成为文献的根本属性
。

另一方面
,

文献也不是属于精神的范畴
,

因为它们一

经产生
,

就完全脱离人脑而独立存在
。

2
.

文献的构成

文献学关于文献属性的研究对进一步探讨文献的构成奠定 了基础
。

文献是一定的物质属

性 (具体形态 ) 与一定的知识内容 (抽象形态 )的统一体
。

文献的具体形态主要由如下四个部

分组成
:

(1 )文字形式
。

文献的知识内容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文字形式才能得到体现
。

文字形式

又可分为两种
, 一是不 同语种的文字形式

,

如汉文
、

藏文
、

英文等 , 一是同一语种的不 同语

言形态
,

如汉语中的文言文
、

白话文等
。

目前有人认为
,

文字不是文献的唯一记载手段
,

文

字之外
,

诸如图画
、

符号 (如乐谱的音乐符号 )
、

声频
、

视频等手段记载的知识
,

这些知识实

体也可称为文献
。

这一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 2) 载体形式
。

文献的知识内容通过文字

手段
,

又必须要体现在一定的载体上
。

目前所知
,

世界上最早的文献是楔形文字文献
。

约 自

公元前四千纪末期开始
,

一直到公元前一世纪
,

楔形文字曾被用来书写过许多语言
,

最早的

楔形文字文献是苏美尔语文献
。

这种文献是用一支斜尖的笔划写在软泥板上的
。

可知最早的

文献载体是软泥板片
。

在古代
,

印度人以棕桐叶为书写材料
,

埃及人用纸草作为书写材料
,

后来把经加工过的羊皮作为
“

书写的纸
” 。

在中国
,

最早的文献是甲骨文
,

龟甲和兽骨成为文

献的载体
,

后来代之以竹木布帛
,

直到纸的发明
。

纸成了目前世界
_

L最通用的文献载体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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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科学的发展
,

如胶片
、

胶卷
、

磁带等新型的文献载体也出现了
。

(3 )书写形式与印刷形式
。

印浏术发明之前
,

文献是以手写的形式出现
。

印刷术发明后
,

写本仍然存在
,

只是不作为主

流而已
。

在中国古代
,

印刷术的发明
,

文献始用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
。

近代以来
,

文献的印

刷逐渐运用铅印
、

石印和影印等
。

( 4) 装帧形式
。

在中国主要有卷轴装
、

旋风装
、

经折装
、

蝴

蝶装
、

包背装
、

线装
、

平装和精装等
。

文献的装帧与文献的载体和印刷极有 关 系
。

近 代 前

期
,

文献是用手工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
,

使用软纸和线装
。

机器印刷术输入中国后
,

纸张和装

帧也随之发生了变革
,

原先手工制作的软纸不仅产量低
,

成本高
,

不能满足书籍的大量生产
,

而且软纸不便双面印刷
,

相当不适用
,

这样
“

洋纸
”

就应运而来取代 了软纸
。 “

洋纸
”

进行双面

印刷
,

原先的线装就不得不改革
,

因而新式图书的平装和精装也就产生了
。

文献构成的另一方面是文献的抽象形态
。

抽象形态包括文献的知识
、

体裁与体例
。

知识

内容是构成文献的必要因素
,

正如卡尔
·

波普尔所说
: “

几乎每一本书都是这 样
:
它包含着

客观知识
,

真实的或虚假的
,

有用的或无用的
。 ” ⑤ 与知识内容相联系的是文献的体裁与体例

问题
。

体裁与体例都是知识内容的表现形式
。

体裁往往是就各类书 (或文章 ) 之间的不 同的

表现形式说的
,

如文学作品有诗歌
、

散文
、

小说
、

戏剧等 ; 史学著作有纪传体
、

编年体
、

章

节体等
。

体例是指一书内容的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
,

如书中的记时
、

记地
、

记人的方式
,

标

目
、

征引的格式等
,

都是体例的具体表现
。

文献学对文献构成的研究
,

不仅使人们具体认识了文献的各个组成部分
,

同时为文献的

分类研究提供了基础
。

文献的分类是以文献构成中某一特征来作为分类的标准的
。

以文字形

式分
,

则可分汉文文献
、

英文文献
、

藏文文献等 , 以载体形式分
,

则可分为楔形文献
、

甲骨

文献
、

帛书等 , 以文献的知识内容分
,

则可分为文学文献
、

历史文献
、

数学文献等 ; 以体裁

形式分
,

则可分为散文文献
,

戏曲文献
、

编年体文献等
。

3
.

文献的编作
、

流传与收藏

上述两个间题是对文献主体的直接研究
,

在这个基础上
,

文献学需要研究文献从形成到

被收藏这一完整的运行过程
。

文献的形成分为两个环节
,

即文献的编撰和文献的制作
。

文献

的编撰又可分为编撰方式和编撰过程两个间题
。

编撰方式
,

自古以来主要有作
,

或称著
、

撰

等
,

这是作者的创造
,

孔子所谓
“

述而不作
” ,

就是说只阐述前人成说
,

自己不敢有所创始
。

又有记
,

或称志
,

是记录
、

记载
,

非专尚议论
,

以叙事识物为主
。

编写
,

或称编撰
、

编纂
,

是就现存的材料加以整理
,

写成文章或书
。

编辑
,

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
、

加工
。

编撰过程
,

是研究文献在编撰中所依据的材料
。

研究文献的编撰方式和过程
,

更有助于对文

献内容的理解和文献价值的揭示
。

文献形成的另一环节是文献的制作
。

制作的内容包括对文

献原稿的加工
、

设计
、

制版
、

印刷和装帧的过程
,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编辑与出版
。

同一文献

可能会经过多次编辑和多次刊印
,

这样就会形成多种版本
。

一本书的不 同版本
,

往往反映了

该书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
。

文献无论是原始的手稿
,

还是经过传抄
、

刻印或出版
,

形成各种抄
、

印物或出版物
,

它

都有可能在社会上流传
,

流传是文献社会意义的重要手段
。

文献的流传可分为两种形式
,

一

种可称为市场性流传
,

一种可称为阅读性流传
。

文献进入市场流传
,

就成为一种商品
,

可以

标上价格
,

在书场
、

书肆或书店中出售
。

文献阅读性流传是通过 阅读进行流传
,

文献只有被

阅读
,

其内容才可能得到流传和利用
,

这也是文献的社会意义和生命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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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收藏
,
不是文献流传的终结

,

而是文献流传的手段或途径之一
。

自古以来
,
无论

是公藏还是私藏
,

其藏书的目的或供人阅读和利用
,

或为流传后世
。

司马迁所谓
“

藏之名山
,

传之其人
” ,

藏还是为了传
。

无论从空间意义还是从时间意义上说
,

流传是藏书的价值所在
。

文献的编作
、

流传和收藏三者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
。

文献的编作量影响着文献的流传量

与收藏量
,

流传途径的广泛与畅通与否
,

制约着文献的出版与收藏
,

收藏能力的大小又直接

影响到文献的出版与收藏
。

4
。

文献的积累与兴衰

藏书为文献的积累提供了条件
。

中国人藏书
,

是个由来已古的嗜好
,

中国文献的积累浩

如烟海
,

这两者是有直接联系的
。

研究历代文献的类别和数量
,

以从中窥探中国文献的积累
、

兴衰与发展
,

这是文献学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

据有关统计
,

我国于 1 9 8 0年以前
,

各时期出版的图书共计有8 0 9 1 5 7部
,

其中
:

西汉及西汉以前 (公元 25 年前)

东汉 ( 25一 22 0年 )

三国 ( 22 0一 2 80年)

晋 ( 26 5一 4 20年 )

南北朝 ( 4 20一 58 9年 )

隋唐 ( 58 1一 9 07年 )

五代 ( 9 07一 9 6 0年 )

1 03 3部

1 1 00部

1 12 2部

2 438部

7 09 4部

1 00 36部

7 7 0部

宋 ( 96 0一 1 27 9年)

辽金元 (9 0 6一 1 36 8年 )

明 ( 13 68一 16 44年 )

清 ( 1 616一 19 1 1年 )

民国 ( 1 91 1一 194 9年)

解放后一 19 80年

11 5 19部

59 70部

14 02 4部

1 26 6弓9部

1 0 0 00 0部 (约数》

5 27魂0 2部⑥

以上统计
,

仅是图书的数量
,

尚不是文献的全部
。

图书以外
,

目前出土的甲骨文献有15 万片
,

带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上万件
,

石刻资料约 20 万件
,

发现的简赎约 4万枚
,

敦煌遗书约 5 万

卷 (件 )
,

吐鲁番文书 2 7。。多件
。

历史档案约 3。。。万件
,

尚不计海外和非档案馆单位所藏的历

史档案
。

此外
,

近代以来
,

我国还出版印刷了大量的报刊文献和内部资料
。

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到
:

l( )中国丰富的文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

这一积累不仅是

旧文献的保存
,

同时也是新文献的增加
。

(幻中国各个时期文献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

这体现在

文献发展过程中的兴与衰
。

为什么文献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兴与衰呢? 这我们只能从时代的大

背景中去寻求答案
。

政治与文献
。

时代政治不仅影响旧文献的保存
,

而且也影响到新文献的增长
。

秦始皇焚书
,

使大批先秦文献失传
,

这就是政治的原因
。

隋代学者牛弘论历史上书有五厄
,

这五厄都是政治

与战争的原因造成的
。

十年动乱期间
,

大批文献被毁
,

而出版书的种数也大大下降
,

据统计
,

19 4 ,年至 1 9 6 5年这+ 七年中
,

平均每年出版图书 2 1 6 9 5种
,

1 9 6 5年至 1 9 7 6年十年中
,

平均每年

出版图书下降到 8 3 51 种
。

⑦政治对文献内容的影响作用更大
,

且不说十年动乱期间出版的图

书都是清一色的政治宣传读物
,

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

历代王朝
,

无不剪制与本朝统治思想违

在之书
。

明清两朝屡兴文字狱
,

不仅祸及其书
,

亦祸及其人
。

学术与文献
。

学术的繁荣
,

促进文献的发展
,

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
,

就产生了百家

诸子之书 ; 汉代
,

特别是东汉
,

好五行灾异之说
,

因此徽纬之书大兴 ; 魏晋南北朝谱学的兴

起促进了谱牌之书的繁荣
。

且以谱碟之书为例
,

当时
,

社会上十分重视门第
、

血统
,

因而研究

这一门阀制度的谱学就发展起来
,

随着谱学的发展
,

谱牌著述十分丰富
,

仅三百余年间
,

就

有五百余部
,

_

上千卷的谱碟著作间世
,

并且门类众多
,

有帝王谱
、

宗室谱
、

百官谱
、

百家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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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贤谱
、

姓族谱
、

家谱等等
。

很明显
,

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不仅能促进文献数量的发展
,

同时

也促进了文献门类的增多
。

也就是说
,

文献门类的增损是与时代的学术风貌紧密联系的
。

谱

学盛于魏晋南北朝
, 《隋书

。

经籍志》设谱系类
,

而唐以后
,

门阀制度受到冲击而逐步退出历

史舞台
,

谱学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社会基础而走向衰落
。

《四库全书总目》不设谱系类
,

其原因

是
: “

自唐以后
,

谱学殆绝
。

玉牌既不颁于外
,

家乘亦不上于官
,

徒存书目
,

故从删焉
。 ”

⑧谱

学既绝
,

而极少的谱牌之书又不流布于世
,

这样设立谱牌类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

科学技术与经济能力对文献的出版
、

流传
、

收藏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科学技术的发达
,

才有可能大批量地生产纸张
,

更新文献的印刷和装帧技术
,

加快文献的出版速度和扩大出版

量
,

也才有可能加快文献的流通速度
,

开拓广泛的流通途径
。

一个社会的文献收藏量与这个

社会的经济能力直接相关
,

人们只有在衣食丰足之后
,

才有可能去藏书读书
。

5
。

文献的整理与揭示

文献整理是一项由来已久的工作
,

也是传统文献学研究的课题
。

文献之所以需要整理
,

是由于文献在流传和积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
。

这些问题主要有
:

(1 ) 文献原本性
、

完整性和真实性间题 , ( 2) 文献是否具有普遍的可读性
。

解决这些问题是文献整理的主要任

务
。

在这里
,

文献学是把文献整理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讨论的
,

这种讨论旨在建立一套系

统的文献整理的思想与方法
。

前人整理文献
,

重视广泛搜求材料
,

反对主观臆测
,

强调尊重

事实
,

尊重证据
,

实事求是
,

并且能以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对待文献遗产
。

这些思想对我们来

说
,

仍然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

总结前人文献整理的方法
,

主要有辨伪
、

版 本
、

校 勘
、

辑

佚
、

标点
、

注释
、

翻译等
,

这些方法主要是要解决文献的
“

言
”

与
“

义
”

的关系问题
,

整理者要

证实文献中的
“

言
”

的确实性
,

然后再求这
“

言
”

所蕴含的确实的
“

义
” 。

这样就有一系列问题牵

连在一起
,

如文献中的
“

言
”

是不是原本的
、

真实的
、

完整的
,

这就有辨伪
、

版本
、

校勘
、

辑

佚等方法
。

文献中的
“

言
”

应如何解释
,

是求其作者的本义
,

还是借
“

言
”

来发挥解 释 者 的思

想
,

这就有了标点
、

注释和翻译等方法
。

证 明
“

言
”

的真实性
、

原本性
、

完整性
,

是文献整理首先要进行的工作
。

整理者运用自己

的知识和经验提出疑间
,

然后再根据疑间去广泛寻求证据
,

以证明自己的疑间正确与否
,

我

们把文献整理的这一过程称之为文献的实证
。

在证实
“

言
”

的可靠性的基础上
,

进一步的整理

工作是对
“

言
”

的解释
,

所用的方法如标点
、

注释
、

翻译等
,

我们把文献整理的这一过程称之

为文献的解释
。

文献整理要达到的一个总体目的
,

就是确定文献原文的真实可靠性
,

方便人

们理解和利用原文
。

文献实证是通过辨伪
、

版本
、

校勘
、

辑佚等手段
,

力求恢复文献的原始面貌

和内容的真实性
,

使之成为人们研究和利用的真实可靠的材料
。

在这基础上
,

整理者通过标

点
、

注释
、

翻译等手段
,

从事对文献的解释
,

使人们能更准确地理解原文
,

把握作者的原义
。

文献揭示与文献整理往往是两项紧密相连的工作
。

从中国古代以来
,

就不断有人在文献

整理的基础上
,

再编制书目或索引
,

撰写提要
。

对文献进行编目
、

索引
、

提要
,

是文献揭示

的主要内容
,

也是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一方面
,

文献揭示是要对文献进行序列揭示
,

即处理文献的
“

无序
”

与
“

有序
”

之间的关系问

题
。

所谓
“

无序
” ,

即是说
,

存留下来的文献是一种无序纷乱的状态
,

这不仅从文献的整体上看是

这样
,

从个体上看
,

一本书的某些内容也是不相联系的
,

如书中的人名
、

地名等
。

因此
,

人们

根据实际需要
,

将无序纷乱的图书按一定的规则或类例编成书目 , 把一些分散的资料
、

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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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书或数书中相关的内容
,

编成索引
,

使之达到一种井然有序的状态
,

我们把文献揭示的

这一过程称之为文献的整序
。

文献的整序是要把文献某一主题
、

或某一学科
、

或某些自然的

词
、

句顺序系统地揭示给读者
。

另一方面
,

文献揭示还可以通过提要 (或摘要 )
、

评述
、

综述等形式
,

把文献的内容揭示

给读者
。

提要是文献内容揭示的重要手段
,

汉代以来
,

我国许多文献学者们在编制目录的同

时
,
都作有文献提要

,

今天许多藏书目录或新书报道目录上都载有图书提要
,

以便人们具体

地了解文献
。

6
。

文献与文化的传播和继承

文献学不仅把文献作为一种文化实体进行全面研究
,

同时也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

象
,

考察它在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

文献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以文献的流传为前提的
。

首先
,

文献的流传
,

就会带来人类

文化信息的传播
,

加强人们思想
、

感情的交流
,

促进人类经验
、

知识的传递
。

俗话说
: “

秀才不

出门
,

能知天下事
” ,

正是指出文献在传播信息方面的重要意义
。

可以说
,

在现代社会中
,

人

们几乎无法估量那大量的图书和报刊杂志等一系列读物在人们生活的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

影响
。

其次
,

从历史的角度看
,

文献流传的时间性
,

形成了有效的人类文化的储存功能
,

为

人类文化的继承提供了条件
。

文化的继承
, “

新一代便不必去寻找已经找到的东西
,

发掘已经

发现的东西
,

发明已经创造出的东西
。

对文化遗产的了解
,

会有助于人们去考虑古代人的劝

告
:

不要去做已经做过了的事情
。

按照已经达到的作为出发点
,

社会便缩短了通向实现自己

目标的路程
。 ”

⑨文献所保存的前人的文化知识
,

不仅节省了下一代人的时间和物质消耗
,

同时

也为下一代人从事新的文化创造打下了基础
。

司马迁写出《史记 》 ,

在史学上是一重大创新
。

考

察《史记 》的写成
,

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创造也是根基于前人的史学遗产
。

《史记》有本纪和世家
,

是编年体形式的
,

这取法于《春秋 》
、

《战国策》等书 ; 有十表
,

取法于《五帝系碟 》
、

《春秋历谱

牌》等书
,
有八书

,

为专门史
,

可能滥筋于《周官》
、

《世本》等书
。

在材料上
, 《史记 》中的许多

内容取自前代的《尚书》
、 《春秋》 、 《左传》

、

《国语》等书
。

可以说
,

文化继承与文化的发展是

不可分割的
,

继承性是人类文化进步中过去同现在与未来相联系的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

一个

民族的文化创新
,

只有当它保持过去文化业已取得的一切优秀的东西
,

才会为这个民族普遍

认同
,

并能在长时期内保持自己的特色和影响
。

文献为人类文化的储存和文化的继承提供了必

要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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