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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
·

目录学的比较研究

彭 斐 章

本 文重点从历史发展源流上 比较分析中西 目录学体系的核心
、

研究对象和研

究风格上的差异
,

并从中西 目录学产生的文化环境
、

学术传统与加强国际间 目录

学学术交流
,

借鉴外国 目录学理论与实践 的研究成果
,

加速我国目录学整体化发

展的进程
。

, 叹扩

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文化紧紧相联
、

与学术密不可分的
,

它必然要受到各个国家的文

化机制这一基本要素的制约
。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

目录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

马克思说
:

“

极为相似的事情
,

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

如果把这些发展过

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
,

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
,

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

现象的钥匙
’ ,① 。

对以中国 目录学为源头的东方 目录学和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目录学进行比

较研究
,

正是将 目录学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

分析各自的发展特征
,

通过多方面的 比较
,

寻求

目录学体系的异同点
,

并分析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

这对总结目录学的发展规律
,

特别对促进

当代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我国学者程伯群早在 30 年代就倡导对 目录学进行 比较研究
,

随后张遵俭撰写的
“
中西目

录学要论
”
一文

,

又对比较研究作了有益的尝试
。

但是
,

长期以来
,

目录学的比较研究还只是停

留在粗线条和浅层次上
,

公开发表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的论文
,

也多以描述为

主
,

甚至在一段 时期里
,

照搬和硬套取代了比较研究
。

实践证明
,

只有进行比较研究
,

才能全面

地
、

客观地认识我国 目录学在世界 目录学中的地位
,

通过比较借鉴
,

丰富我国 目录学理论体系
,

推动我国 目录学的整体化进程
。

本文着重从历史发展的源流上 比较分析中西 目录学体系的核

心
、

研究对象和研究风格上的差异
,

并从文化环境
、

学术传统
、

书目实践等方面说明形成这些差

异的原因
。

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
,

中西目录学存在以下差异
:

1
、

中西 目录学体系的核心差异

中国古典 目录学体系的 核心是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

而西方 目录学体系的核心则是
“

图

书的描述
” 。

中国 目录学植根于 中华 民族文化学术的沃土之中
,

历史悠久
,

源远流长
,

中国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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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
。

余嘉锡说
:“

目录之学
,

由来尚矣
,《诗 》

、

《书 》之序
,

即其萌芽
。 ’ ,②孔子

整理古籍
,

为《诗 》
、

《书 》作序
,

言其作意
,

就是揭示图书内容的方法
。

公元前 1世纪
,

刘向
、

刘欲

父子在整理当时官府藏书的基础上
,

总结了前人 目录工作的经验
,

编成了反映先秦至西汉文化

概貌的书目《别录 》
、

《七略 》 ,

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中国 目录学自来即重学术
,

认为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是我国目录学的核心思想
,

并贯穿于整个书 目实践活动
.

我国 目录学中

明显优越于西方 目录学而又具有特色的
,

不外小序和叙录
。

小序是我国书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一篇说明某部类学术渊源流变的文字
,

或置于书目某部类之前
,

如《四库全书总 目》
,

或置于

书目某部类之后
,

如 《汉书
·

艺文志 》
、

《隋书
·

经籍志》
,

也有将书 目各部类的小序集中一起
,

置

于书目之首
,

如刘散的《七略 》的辑略
,

王俭《七志 》的九篇条例
。

小序在介绍某一门类学术的起

源
、

演变
、

兴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

叙录一又称解题
,

或名提要
,

是我国目录学中有别于西

方目录学而又具特色的重要 目录体制之一
,

为汉代刘向首创
,

他在整理藏书时
,

除条列书的篇

目外
,

还为每书撰写一篇叙述校雌经过
,

介绍作者生平
,

揭示内容主旨
,

评价图书得失的叙录
,

为揭示图书内容 树立了楷模
。

后来目录学家大都仿效 《别录 》 ,

虽有详略优劣之分
,

但对读者读

书治学均有程度不同的导读作用
。

最具学术价值的解题 目录当推公元 18 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

所编的《四库全书总目 》 ,

它继承了历代书目撰写提要的优 良传统
,

熔叙录体
、

传录体
、

辑录体于

一炉
,

由学有专长的纂修官为每书撰写精审的提要
。

张之洞说
: “

泛滥无归
,

终身无得
,

得 门而

入
,

事半功倍
.

… …此事宜有师承
,

然师岂易得
。

今为诸君指一良师
,

将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读一

遍
,

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 ’ ,

③

中国古典目录学思想的核心集中反映在清代史学家
、

目录学家章学诚 ( 17 3 8一 1 8 0 1年 )的

代表作 《校雌通义 》一书里
,

该书系统总结中国古代书 目工作实践和广泛吸收了古代 目录学家

的理论体系
。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为什么章学诚的目录学代表作是 《校雌通义 》 ,

由于古代整理

图书包括搜辑藏本
、

比勘文字
、

厘定篇章
、

撰写叙录
、

分类编排
,

编成 目录等工序
,

故用校雕一词

统括校勘
、

版本
、

目录
。

到 18 世纪清乾隆年间
,

随着学科的分化渗校勘学
、

版本学和 目录学均先

后从校雌学中分化而出
,

目录学已成为清代的一 门显学
,

被史学家王呜盛称为读书治学的入门

之学
,

他在《十七史商榷 》中写道
: “
目录之学

,

学中第一紧要事
。

必从此问途
,

方能得其门而入
。 ”

章学诚根本不承认在校雕学之外别有 目录学
。

然而从章学诚的著作来看
,

他研究的全属 目录学

领域
,

他反对的恰好是行墨字句之间的争辩
,

因此
,

他的《校雄通义 》恰好是 目录学专著
。

他在

《校雕通义 》中明确提出目录学思想的核心是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

特别强调目录学的功能
,

不仅在部次甲乙
,

而主要在条别学术渊源流别
。

他说
: “

校啡之义
,

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
,

将以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非深 明于道术精微
,

群言得失之故者
,

不足与此
’ ,
④ ; 又说

: “

古人著录
,

不

徒为甲乙部次计
。

如徒为甲乙部次计
,

则一掌故令史足矣
;
何用父子世业

,

阅年二纪
,

仅乃卒业

乎 ?
’ ,
⑤由上所述

,

说明中国古典目录学从产生开始就是在重学术
、

重揭示文献内容
、

重辨章学

术源流的思想指导下发展并逐步形成 自己的特色
。

古希腊诗人
、

文学家
、

目录学家卡利马赫 (约公元前 3 10 一前 2切 年 ) 以亚力山大图书馆藏

书为基础编制了《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一览表 》
,

书 目收录的文献不限亚历 山大图书馆藏书
,

包括了当时著名的希腊文献
,

卷峡达 1 20 纸草卷
。

收录的著名学者涉及数学家
、

自然科学家
、

哲

学家
、

历史学家
、

法律学家
、

诗人
、

戏剧家
、

杂家等
,

书目对这些学科著名学者的生平作了简介
,

并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了书 目著录
,

整个书目收录的文献
,

按著者字顺或编年顺序编排
,

是古希

腊最早的书 目成果
,

是亚力山大时期文化发展的产物
,

被认为是西方目录学的起源
。

目录学

( ib ibl og ar hy )一词是由希腊文 b i ibl
o n

— 图书和 g r aP he in 抄写两个单词合起来的
,

在古希腊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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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卜

初的含义是
“
图书的抄写

” ,

抄书的人就是当时的书目工作者
。

后来其词义逐渐演变为
“

关于图

书的描述
” 。 “

图书的描述
”

就成为西方 目录学体系的核心
,

例如《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中目

录学词条的记载
:

iB bl i os r aP h y 描述书籍的技术或科学
。

目录学一词现在有互异而又相关的两

种意义
:

( 1) 按某种体系编列的书目
,

( 2) 关于书籍所用的材料及其编制的方法的研究
。

《美国百

科全书 》 1 9 7 7 年版的目录学词条同样指出
: “

iB ibl og r ap h y 这个名词用来表示记录出版物的科

学
、

技术
,

而在用来表示这种技术所产生的特定产物时
,

则又称为书目
。 ”
英国 目录学家福开森

(F er 即 so nJ
·

) 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西方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特色
,

他在其所著《目录学概论 》

一书中说道
: “
目录学这个名词

,

就广泛方面讲
,

是指
“

书的记载
”

和书的内容至少最初是不相关

涉的
。

书的内容是好
、

是坏
、

或平庸
,

均与目录学家无关
。

目录学家不是书伦学家
,

而是书种学

家
’ ,
⑧

。

西方 目录学从产生起就是循着以图书为对象
,

以
“

关于图书的描述
”
为核心

,

以方便检索为

目的的思想发展
,

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

2
.

中西 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差异

目录学核心思想的差异
,

必然导致 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差异
。

目录学在西方刚刚诞生就带着
“

图书学
”

的痕迹
,

18 世纪中叶
,

法国学者将目录学理解为关于古文书学 的科学
,

作为历史科学

的一个分支
。

19 世纪英国 目录学家贺恩认为
, “
目录学

,

简言之
,

书籍评述之事也
,

详言之
,

研究

关于书籍的一切知识也
。 ”

德国目录学家施业捷尔认为
,

目录学是关于出版物的学问
。

《图书馆

学与情报学百科全书 》1 9 6 9一 1 9 8 0 年版公目录学
”
词条写道

, “
目录学就是关于图书的学间

” 。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 目录学家福开森在其所著的《目录学概论 》中说
: “
目录学是记述书籍的科学

或艺术
,

或科学艺术兼备的学术
” , “
目录学就是书的传记

’ ,
⑦

。

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以学术为起点
,

以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为核心
,

以指导读书治学为 目

的
。

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在其所著《目录学 》一书中写道
; “
目录学者

,

将群书部次甲乙
,

条别异

同
,

推阐大义
,

踩通 伦类
,

将以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欲人即类求书
,

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
” 。

⑧

6 0 年代初
,

我国 目录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 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大讨论
,

反映 了人 们对 目录

学研究的各种观点
,

归纳起来有图书说
、

目录说
、

图书和 目录说
、

规律说
、

目录事业说等
,

进入

8 0 年代以来
,

人们逐渐认识到应 当从事物的规律
、

特殊矛盾和本质等方面来探讨目录学的研

究对象
,

多数人认为
,

揭示与报导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
,

构成了 目

录学领域诸矛盾现象中最主要的矛盾
,

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
。

这一对基本矛盾确定了 目录

学的社会基础
,

反映了 目录学与书目实践的关系
,

确立了目录学的实践基础
。

目录学就是在不

断地总结
、

研究解决这一矛盾的规律中得到丰富和 发展的
。

3
.

中西方目录学家研究风格的差异

( 1) 中国 目录学家注重书 目的文化价值观
,

而西方 目录学家强调书 目的个人价值观
。

中国

目录学从它诞生开始就重视对文化学术的反映
,

范文澜将 《七略 》的编成与司马迁的 《史记 》并

称为
“

辉煌的巨著
” 。

他说
: “ 《七略 》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以来的文化遗产

,

… … 它不只是

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
,

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 ’

确章学诚对班 固据

《七略 》编成的《汉书
·

艺文志 》的评价说
: “ 《艺文 》一志

,

实学术之宗
,

明道之要
。 ”

顾领刚在《讲

史录 》中说
: “ 《艺文志 》这个部分

,

写得好
。

记叙我国古时各学术
、

学科
、

学派的源流
, ”

是 《汉志 》

十志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

又如《四库全书总 目》收书 1 万多种
,

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

古代的重要著作
,

特别是元代典籍
,

收罗更为完备
,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部文化史
。

正是由于中

国 目录学的文化价值观
,

使得中国 目录学家在开展研究时总是带有文化学的色彩
。

·

1 4 3
,



西方目录学家强调个人价值观
.

在西方
,

对于 目录学家或者读者来说
,

最主要的是人
,

是著

作的人
,

而那些反映人们思想和印象的图书
,

则是处于第二位的
.

西方早期的书 目主要是使读

者熟悉作者
,

然后对其著作进行全面的
、

客观的
、

技术性的描述
。

在西方
,

进行书目著录时
,

是以

著者为主要标 目
,

西方的个人著述书目
、

传记书目非常发达
,

这与注重书 目的个人价值观不无

影响
。

( 2) 中国目录学注重理论思维
,

西方目录学强调方法技术的研究
。

从中西目录学的整体特

征考察
,

我们会看到中国 目录学注重理论思维
,

而西方目录学强调应用技术的研究
。

汉代刘向
、

刘教两位目录学家
,

均为汉代经学大师
,

他们在经学思想指导下
,

开展了一系列 目录学活动
,

产

生了第一部系统的提要目录《别录 》和分类目录《七略 》
,

奠定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
。

刘欲在

儒家思想指导下
,

总结前人目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

创立了一个 比较完备的不仅全面反映了当

时的学术概貌
,

并容纳了当时的所有学术著作的书目分类体系
,

这是刘欲哲学思想的具体体

现
,

对后世的书 目分类产生深远的影响
。

南宋史学家
、

目录学家郑樵在
“

会通
”

历史哲学思想指

导下
,

总结 了历代书 目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

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著作 《通志
·

校眼

略 》 ,

提出了
“

求书之法校书之道
” 、 “

通记古今有无之书
” 、 “

编次必谨类例论
” 、 “
泛释无义论

” 、

“ 以人类书论
”

等一系列 目录学观点
。

又如清代史学家
、

目录学家章学诚在 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方

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

在他的
“

道不离器
” 、 “

六经 皆史
”
的思想指导下

,

总结了中国古代书 目工作

实践和吸取古代 目录学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
,

提出了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 “

官守学业合一
”

说
, “

著录先明大道论
”

等一系列观点
,

还对书 目分类
、

.

互著
、

别裁等方法进行了全面
、

深刻的论

述
,

这些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目录学理论专著《校雌通义 》之中
。

上述例证充分说明
,

上 自汉代

目录学形成之初
,

下迄当今
,

目录学家代不乏人
,

数以千计
,

目录学研究
,

前后两千年
,

经久不

衰
,

硕果累累
,

这些都是历代目录学家从宏观的
、

哲学思维的高度探索目录工作发展规律的结

果
,

同时
,

也显示出中西 目录学研究视角的差异
。

由于对 目录学词的理解不同
,

导致了中西 目录学研究重点的差异
,

西方国家侧重于 目录学

方法与技术的研究
。

福开森说
: “

目录学家应当研究书的版次
、

特点
、

出版地
、

印刷人
、

印刷时代
、

字体
、

图解
、

版之大小
、

校勘
、

装订
、

藏者
、

分类
、

收入何丛书
、

见于何 目录
,

他所注意的是书的客

观对象
,

而不是书的 内容的道理
,

目录学是记述 书籍的科学或艺术
,

或科学艺术兼备的学

术
。 ’ ,

。 基于这种传统的图书学派 目录学观点的认识
,

以美国
、

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 目录

学的研究侧重于方法和技术
。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及其在书

目工作中的广泛应用
,

机读目录的产生和发展
,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的推行
,

引起的关于书目
、

索

引
、

文摘的计算机编制
,

书目工作标准化
,

书目情报服务自动化
, c 0 M 装置与 C OM 目录

,

书目

情报工作网络化
,

文献书目数据库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录学家谢拉在

50 年代提出以社会认识论作为理论基础
,

建立以知识的生产一传递一利用为核心的目录学理

论体系
,

以便推动目录学理论研究
,

但在美国
,

应用研究仍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

叼卜户

我们开展比较研究的目的
,

一方面是通过 比较发现中西 目录学的异同点
; 另一方面要通过

分析寻求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

得出 目录学发展的共同规律
。

中西目录学在概念体系
、

核心思

想
、

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

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

大体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

1
.

文化环境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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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是影响目录学体系的主要社会因素
。

一方面
,

目录学依赖于特定的文化背景
,

它

是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 另一方面

,

文化对 目录学的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
,

这是因为

目录学是研究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以及人们对文献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
、

规律的一

门科学
。

文献作为文化的载体
,

是文化记录和积累的重要条件
。

谢拉说
: “
没有交流就没有社会

,

没有一定形式的文字记载和保存文字记载的方式
,

便没有持续的文化
” 。

。 中西 目录学诞生在

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

循着不同的道路发展
。

中国 目录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
,

当时处于百家争

呜的气氛
,

各派学说的代表人物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

纷纷著书立说
。

儒
、

道
、

法
、

名
、

墨等

学说并存
,

学术流派纷繁
。

先秦时期的著述遗留到汉代
,

客观上为汉代以学术为核心的目录学

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

同时汉代以来
,

儒家学说得到了重视
,

独尊儒术
。

汉代刘间
、

刘欲父子

整理图书时必须以经学为准绳
,

将六艺置于突出的地位
。

六艺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汉代 目录学在实践上已经和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
。

自汉代以后
,

历代的官府藏书 目录和正

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既是文化发展的结果
,

又是社会文化和学术的缩影
。

中国古代文化对传统的

哲学社会科学比较重视
,

而对 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则不被重视
,

这在历代书 目中表现得极 为明

显
。

自印度佛教传入 中国后
,

对 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

佛经的翻译出版
,

直接推动着佛经

目录的产生
。

公元 4 世纪释道安的《综理众经 目录 》和公元 6 世纪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 》都是

佛经 目录的代表
,

《出三藏记集 》开创了撰缘记
、

锉名录
、

总经序
、

述列传
,

经 目与史料并重
,

相互

参证的书目编辑体例
,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 目录的集大成之作
。

唐代佛教兴盛
,

释道宣的《大

唐内典录 》和释智异的《开元释教录 》是集当时佛经认究之大成
,

把佛经 目录推向新的水平
。

由

此可见
,

佛教文化对 中国 目录学的影响
。

西方目录学起源于古希腊
,

大约在公元前 5 世纪前后
,

在希腊称书 目员为抄书的人
。

因为缮写图书的艺术要求高度的文化水平和书写技术
,

当时
,

掌

握这一技术的人极为有限
,

所以书目工作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最光荣的职业
。

从此
,

形成了西

方 目录学是
“
图书的抄写

” 、 “

图书的描述
” 、 “

图书的著录
”

的传统
。

正如法国目录学家马尔克莱

对希腊著名的物理学家克劳德
·

加伦于公元 2世纪编制的《个人图书 目录 》的评论指出的那样
“
加伦的个人 《个人图书 目录 》

,

最早表达了目录学思想
。

不过
,

这个思想很简单
,

只是他个人著

作的书单子
。 ”

从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目录学即
“
图书的抄写

”

的传统直到 19 世纪西方 目录学即

“
图书的描述

”

的传统得到了理论上的承认
。

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

也是形成中西 目录学差异的原因之一
,

中西文化体系中科学
、

宗教
、

社会意识等价值观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
,

这些差异也影响着 目录学的发展
。

例如
,

中国历

代文化均注重社会价值
,

而西方比较重视个人价值
。

中国古典书目兼学术之史而成为学 中第一

紧要事
。

张尔田说
: “
目录之学

,

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
,

及一家一书之宗趣
,

事乃与史相纬
” 。

L

中国古典书目不仅是文献的记录
,

而且是文化的记录
。

范文澜称刘欲的《七略 》是一部极可珍贵

的古代文化史
。

日本学者金谷治称 《汉书
·

艺文志 》是
“

作为体系化的哲学著作
。 ”
西方古典书 目

是以系统反映个人著述状况为取向的
。

即使图书内容空洞无物
,

书 目工作者还是要客观地描述

其外形特征
。

西方个人著述书 目是很发达的
,

书 目的起源就是个人著述的描述
。

2
.

学术传统的影响

学术传统的差异是影响中西 目录学研究方法差异的重要因素
。

( 1) 中国传统学术以经学为核心
,

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与经学紧密相联
。

西方传统学术与宗

教关系密切
,

西方 目
·

录学的发展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
。

自汉代儒学独尊以来
,

儒家思想占着统

治地位
,

儒家哲学也就成 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
,

经书在历代书 目中毫无例外地置于首位
,

经学

的发展推动着 目录学的发展
,

目录学几乎成为经学的附庸
。

到了清代中期
,

由于经学的昌盛
,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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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校勘
、

版本
、

目录均脱离校雌学而独立成学
,

目录学成为当时的
“ 显学

” ,

在学术之林独占一

席
,

受到学者的推崇
,

西方 目录学 自从与宗教相联系以来
,

直到 17 世纪几乎成为宗教的附庸
。

( 2) 在研究方法上
,

中国古典目录学以学术史为 己任
,

以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为核心
,

通

过类例
、

叙录
、

大小序来达到考辨学术源流的目的
。

郑樵说
: “
学之不专者

,

为书之不明也
;
书之

不明者
,

为类例之不分也
.

有专门之书
,

则有专门之学
;
有专门之学

,

则有世守之能
。

人守其学
,

学守其书
,

书守其类
.

人有存段
,

而学不息
,
世有变故

,

而书不亡
。 ’ , 。 汪辟蛋说

: “

窃以 目录之学
,

有本有末
,

考六艺之流别
,

较四部之得失
,

外以通夫古今学术之邮
,

内以神其细绎寸心之用
。

此

目录学之本旨也
。 ’ , 。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这一

“

本旨
” ,

正是由中国学杏传统决定的
。

由于中国传

统学术重视文史学科
,

强调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
,

因而
,

中国目录学形成重视理论思维的风格
。

西方的学术研究曾有过一段时间的中断
,

即公元 5 世纪到 16 世纪基本上是处于学术断层
。

在

西方国家
,

中世纪对 目录学的需要接近于零
。

目录学的发展不是连续的
、

累积的
。

17 世纪以来

西方目录学实际是在恢复古希腊目录学的面貌
,

后来由于整理古籍的客观需要
,

西方目录学到

1 9 世纪也成为一门显学
,

可以说
,

西方 目录学以书的外形特征为描述对象的传统也是由其特

定的文化学术传统决定的
。

由于西方重视自然科学的传统
,

在研究方法上注意采用实验方法
,

因此
,

目录学研究中侧重于方法的技术方面
。

西方 目录学成熟较晚
,

但近年来
,

在计算机编制书

目
、

索引
、

文摘方面
,

在书 目控制论
、

书 目计量学研究方面显出了重要特色
。

·

3
.

书目实践的影响

书目实践是 目录学赖以产生的发展的源泉
,

是 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
。

各个 国家均有自己

特有文化背景和国情
,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书 目实践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

这些也是形成 中西 目录

学差异的因素
。

书目是文献与读者之间的媒介
,

文献的发展有赖于文化的发展
,

亦有赖技术的进步
。

造纸

术在中国的发明是世界文献史上的革命
,

甲骨
、

简犊逐渐被纸书所取代
,

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

魏

晋南北朝时期造纸业发达
,

书籍数量大增
,

书目工作和 目录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

造纸术传入西

方
,

取代了羊皮纸
、

莎草纸和泥版书
,

新型的图书给书 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印刷术的发明是继

造纸术之后的人类天才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
。

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

文献生产和传播的速度加快
,

图书的获取更加容易
。

古代官府藏书与私人藏书均十分

发达
。

西方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
,

引起了西方书目工作的巨大变化
.

1 40 4年约翰
·

特里西姆的《基督教作家书 目》是铅活字印刷术之后的重要书目
,

反映了宗教图书印刷的兴盛
。

活字印刷术带来的知识普及
,

古典文学传播和文艺批评发展
,

使西方目录学面临新的环境
,

目

录学的社会性
、

实用性和科学性更为明显
。

没有印刷术的产生
,

就不可能有文献的巨大增长
,

也

就没有各科书目和书业 目录的繁荣
,

也不会有 16 世纪盖士纳的
“

世界书 目
”

及 1 7
、

18 世纪西方

许多国家的国家书目
。

由于欧洲印刷术的应用 比中国要晚几个世纪
,

中国古典书目事业较西方

发达
,

目录学理论研究也比西方更系统和完善
。

中西方书目工作不同特点直接影响着目录学理

论的差异
。

中国古典书 目工作熏视类例
、

书 目提要
、

大小序
,

注重揭示 图书的外形和内容特征
。

西方的书 目工作重视主题
、

索引
、

文献
,

注意图书外形特征的客观描述
。

在中国
,

从周史官掌管档案史料开始
,

书 目活动与藏书活动联系在一起
,

特别是官府藏书

的发展对 目录学有较大影响
。

《隋书
·

经籍志 》说
: “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
,

盖有目录以为纲纪
。 ”
汉

武帝建藏书之策
,

置写书之官
,

并广开献书之路
,

为大规模整理图书
、

编撰 目录创造了条件
。

历

代重视官府藏书
,

官修目录得以发展
。

宋代以后私人藏书日渐兴盛
,

私藏目录增多
。

由于公私

藏书机构担负着抄写
、

整理
、

保存
、

编 目
、

学术研究等多项功能
,

以藏书为基础形成 了国家藏书

\

一

’
, ,

卜

、

电

, 户
山

喃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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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喊
,

总目
、

佛经藏书目录等多种类型
。

相比之下
,

目录学发展显得稍为缓慢
。

在西方古代既有学者

的私人文库
,

也有藏书众多的宫庭图书馆
,

西方官修书目不如中国发达
。

西方书目工作是分散

进行的
,

不像中国那样是集中于专门的机构
,

由专人负责
。

正是由于书目工作实践上的差异
,

使

得中西 目录学在体系结构上有很大差异
。

4
.

目录学家哲学思想的影响

目录学家的哲学思想是形成中西 目录学研究方法差异的主要原因
。

目录学家的哲学基础

直接影响着研究方法
。

以不同的哲学思想为指导
,

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

就会产生不同的目录

学体系
。

郑樵以
“

会通
”

的历史哲学为指导
,

建立了
“

会通
”

的目录学体系
,

章学诚以
“

道不离器
”

的哲学为指导
,

建立了
“

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的目录学体系
,

为了达到 目录学的目的
,

郑樵
、

章

学诚创立了类例
·

编次
,

泛释无义
,

大小类序
,

以人类书
,

互著
、

别裁
,

校书久任等一系列方法
.

当代中国的目录学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理

论
,

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 目录学领域中矛盾的辩证分析和对于 目录学现象的客观认识的基础

上
,

西方目录学家是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研究的
。

西方各国目录学之所以强调

方法和技术
,

忽视理论研究
,

正是强调实用性的表现
。

一些新型的分支学科
,

如书 目控制论
,

也

是以控制技术为核心
,

以书 目情报转换
、

有序和标准化为 目的的
,

带有浓厚的实用性特征
。

在古代
,

中西方目录学家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方法研究目录学领域的现象
,

看到了文献的物

质和知识两个主要方面
,

但由于具体研究方法的差异使中西 目录学的侧重点不一样
。

在中国
,

整理图书的活动包括图书的收集
,

版本的挑选
,

图书的校勘以及书目提要的编纂
,

形成了以
“

校

雌
”

为核心的 目录学
,

包括 了对图书形式和内容揭示的研究
。

但随着历史研究的需要
,

目录学逐

渐集中于文献的知识方面
。

而文献物质方面的研究形成的版本 目录学不过是目录学的一个分

支
,

甚至受到校雕学家的非议
,

反映历史学方法对于 目录学的巨大作用
。

如果说中国 目录学以

揭示文献内容为核心
,

那么
,

西方 目录学更重视文献的形式
,

从图书的抄写到图书的记录
,

目录

学家不是以历史学家出现
,

而是以文书
、

书商为职业
,

不仅仅运用历史学的方法
,

还吸收其它学

科的研究方法
,

对图书外形的描述吸取了科学分类和图书馆学的方法
,

形成的描述性书 目
,

而

关于图书外形特征的分析应用 了调查研究方法找出有关著者
、

出版
,

稿本 出处的证据
,

形成分

析的和文本的以及历史的目录学
,

与文学
、

语言学和文献学密切相关
,

这与西方重视方法和技

术的传统是一致的
。

总之
,

中西 目录学产生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
,

各自沿着不同的轨迹前进
,

在历史发

展进程中
,

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学术风格
。

长期以来
,

中外目录学缺乏必要的交流与

合作
,

加之我们对中西 目录学的差异了解不透
,

对形成差异的原因剖析和认识不足
,

处在改革

开放的今天
,
甚至有人提出要抛弃我国古代 目录学的优良传统

,

完全照搬西方目录学发展模

式
,

这种认识对发展我国当代目录学是十分有害的
。

我们认为
,

我国当
,

代目录学研究担负着继

承
、

借鉴
、

弘扬和创新的任务
,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
,

认真分析和研

究我国古典 目录学的优良传统
,

作为发展当代目录学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理论体系

的参考
。

与此同时
,

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
,

借鉴国外目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

吸取外国书目情报

事业的先进技术
、

方法和经验
,

丰富我国目录学的内容
。

全面总结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规律
,

加强

目录学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

弘扬我国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成就
,

确立中国 目录学在世界 目录

学体系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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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调和的
,

在冷战结束和共同敌手 (原苏联 )消失后的新条件下
, “

西西争斗
”

的激烈化和公开

化是不可避免的
。

作为现有世界经济格局特点之一的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
,

特别是
“

北富南

穷
”
和

“

西西争斗
”

加剧所造成的新态势
,

不仅会给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主要 目标能否实现带

来重大影响
,

而且也会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前景起不可轻视的作用
。

释
:

《世界经济》 (修订版 )第 2册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8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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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 1 9 7 3 年版
,

第 3弱 页
。

参见拙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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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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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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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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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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