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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评 《中国 目录学史 》

傅 立 宏

199 2年 6 月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乔好勃先生积 10 年之功力撰成的专著《中国目录学史 》
。

该书不仅在

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而且还引起了港台出版发行界有关人士的重视
。

乔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社会效应 ? 我

们不妨从其理论和方法上的成就与特色方面来寻找答案
。

通读全书
,

发现乔著的第一个特色是创造性的见解和真知灼见颇多
.

该书善于在指出前人失误的荃础上

提出自己的见解
.

替如
,

过去人们常根据《隋志》的一些评述
,

如
“
世相祖述

,

无所变革
”

等
,

就断定魏晋南北朝目

录学
“

发展缓慢
” ,

处于低谷
.

乔著不为成见所囿
,

大胆提出
: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目类型
,

书目体例
、

书目分类都

有所创新和变革
,

目录学思想也极其活跃
.

它是
“

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
. ”
又如

,

有

人因《众经别录 》残卷尚存而将其称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
.

乔著认为今存我国最古的佛经目录应

为《出三藏记集 》
,

因为《众经别录 》流传至今的残卷只是其很少一部分
.

再如
,

有人批评姚名达的《 目录学 》一书
“
以粗浅图书馆编 目原理

,

而名之 曰 目录学
,

实离题太远
” ,

但乔著认为姚著敢于
“

破除传统门户之见
,

融古今中

外于一体
,

扩大了目录学的知识领域和内容
,

既不爱古薄今
,

又不割断历史
,

代表了 30 年代中国目录学在继承

和借鉴的基础上
`

开新
’

的方向
. ”

内容丰满而充实
,

这是乔著的第二个特色
.

掩卷细思
,

觉得书中确有丰富的养分可供吸收
,

书中蕴藏着不

少实实在在的东西
.

从反映历史的时间跨度来看
:

自典籍的产生与 目录的起源直至当代 目录学的发展
,

上下数

千年
,

均在作者的梳理之列
.

尤其是辟专章对当代 目录学史进行研究
,

填补了中国目录学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

从所撷取的目录学家数 目来看
:

光重点 目录学家就有刘向
、

刘故
、

班固
、

郑樵
、

章学诚
、

梁启超等 30 多位
.

从所述

评的书目和 目录学专著数来看
:

仅重点目录和核心专著就达 70 多部
,

如《七略 》
、

《汉书
·

艺文志》
、

《七志 》
、

《崇

文总目 》
、

《四库全书总目 》
、

《通志
·

校雌略 》以及《校姆通义 》等
。

从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来看
:

既分析了不同时代

的各类书目工作实践活动
,

又总结了其理论研究成果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作者对宫廷藏书目录
、

史志目录
、

私

藏目录
、

专科专题 目录
、

书业书 目
、

推荐书 目
、

馆藏 目录等多种类型 目录的源流
、

编撰过程
、

体例及其所蕴含的

目录学思想内核进行了透彻地辨析
,

使全书显得有血有肉
.

始终以阐述目录学 思想为依归
,

这是乔著的第三个特色
。

首先
,

乔著在简要叙述某一目录学家生平书目工

作事迹与成就后
,

最终往往将落脚点置于其目录学思想的剖析上面
。

如作者先简单地提及王俭的为官生涯以

及经学
、

史学
、

文学等方面的造诣
,

然后具体说明其研究 目录学的结晶—
《七志 》的体例和分类体系

,

最后从
“

刘氏 目录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 、 “

类名的改变
” 、 “

类 目的增加
”

、 “

书 目提要新体例的开创
”

等方面阐述了王俭

的目录学思想
.

其次
,

乔著常常将一个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与其所撰书 目的体例和分类体系方面的特点交

织在一起论述
,

但多是前者统领后者
,

后者服务于前者
.

如乔著对《别录》
、

《七略 》
、

《汉书
·

艺文志 》
、

《七志》
、

《七录 》
、

《隋书
·

经籍志》
、

《崇文总目》
、

《四库全书总目》等一大批书目的处理即是如此
.

最后
,

乔著往往先把触

角伸向一个时代书目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
,

然后再总结该时代的目录学思想
.

如乔著第一章第三节
、

第二章第

四节
、

第三章第五节
、

第四章第六节
、

第五章第七节
、

第六章第六节
、

第七章第六节
、

第八章第八节
、

第九章第五

节
,

均是对各章所述时代目录学思想的归纳和总结
.

可 见
,

乔著时刻不忘紧扣各个时代的目录学思 想
.

目录学思想好似一根
“

金线
” ,

它灵巧地将一盘
“

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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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

—
《中国 目录学史 》的全部材料贯穿起来

,

不仅使全书成为一条珍贵的
“
项链

” ,

而且使它臻于
“

形散而神

不散
”

之境
.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

这是乔著的第四个特色
。

乔著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两种具体方法的运用
.

一是
“

纵横溯

很法
” 。

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系统论思想为武器
,

密切联系每一时代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与科技背景
,

惯

于从政治制度史
、

经济史
、

文化史
、

学术史的层面上深入开掘
,

把 目录学的发展里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

行考察
,

力求从中寻找出一代目录学兴衰的深刻社会厉史根源
。

首先
,

我们可以从乔著的部分节名中窥见到这

一特点
。

如
“

汉代文化与目录工作
” 、 “

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与 目录工作的变革
” 、 “

清代的考据学与目录学
”

等

等
。

其次
,

我们可以从文章的章首语中洞悉
。

最后
,

我们可以从具体论证过程中领悟到
.

例如
:

乔著先从经学的

兴衰
、

史学的繁荣
、

文学的蓬勃
、

佛道的崛起
、

科技的辉煌等视角剪辑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厉史画面
,

然后

寻觅当时书 目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轨迹
,

推演出
“

经学的崇高地位导致当时书 目中儒家经典冠于群书之首
” 、

“

文学的兴起和文集的发展导致文学专科目录的产生和综合目录中集部的形成
” 、 “

造纸术的提高导致纸的普

遍应用
,

进而又导致私人藏书和编目的普及以及 目录工作和 目录学研究的社会化
”

等科学结论
。

二是
“

承前启

后法
” 。

凡是有争议的问题
,

作者往往先陈述已有的各种观点
,

然后在
“

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的墓础上提出自己

的见解
。

譬如
,

关于 目录的结构
,

作者先分析了《 目录学概论 》的
“

四要素
”

说和余嘉锡的
“
目录体制

”

说
,

然后从

目录的本质特征出发
,

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 “

书目的结构应指书目的内在形式
,

即由书 目款目和编排系统

组成的一种书目结构链
. ”

写作手法灵活多变
,

这是乔著的第五个特色
.

以下几种手法在乔著中运用得十分出色
:

一是旁征博引法
.

纵览全书
,

发现乔著共引原文 586 次
,

共参考原著 60 部
.

此外
,

作者也不忘适时地利用考古发掘的成果为佐证
。

例如
,

作者在阐述
“

夏代文字有较大的发展
”
和

“

甲骨文献的排列是有序的
”

等论点时即是如此
.

二是
“

史传结合

法
” 。

乔著在阐述某一目录学家的思想与成就之前
,

往往要先为此人作一小传
.

作者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

第一
,

每一目录学家的成就都与其生活背景
、

成长道路有密切的关系
.

第二
,

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与其政治

主张不可分割
.

例如
,

梁启超政治上鼓吹改良主义
,

其《西学书目表 》的分类体系即以改良主义为思想荃础
.

第

三
,

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一个 目录学家
。

例如
,

读者看过乔著第 3 81 ~ 3 83 页的内容后
,

可能会产生如此感想
:

叶

德辉的才可钦
,

但其德可鄙
.

三是
“

点面结合法
” .

乔著在综论一代之目录学思想时
,

往往既有
“

全景式
”

的宏观

扫描
,

又有
“

聚焦式
”

的剖析透视
,

较好地做到了点面的水乳交融
,

例如在第八章第八节中
,

作者先高度用精炼

的语言简要地对近现代目录学 思想的发展水平作了概括
,

然后重点对姚振宗
、

叶德辉
、

蒋伯潜
、

余嘉锡
、

杜定

友
、

姚名达等 6 人的目录学思 想作了具体分析
,

有效地避免了空洞无物之弊
.

从总体上看
,

乔著是一部具有单路蓝缕之功的史著
,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部十分完美的作品
。

它还存在

一 _ 瑕疵
,

如检索途径单一 ,对当代一批著名 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缺乏系统分析和总结 ,没有预测中国目录

学史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
,

等等
.

但从其主要成就和学术水平来看
,

它已超过了现有其它任何一部

目录学史著作
。

乔著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

但又不囿于前人的成果
,

因此不愧为是一部中国 目录学史研

究的集大成之作
。

(责任编辑 江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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