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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推动中国目录学史研究创新的力作

———评柯平教授的«中国目录学史»

□张文亮　刘培旺∗

　　摘要　２０２２年柯平教授的«中国目录学史»出版,该书著述了自春秋战国时期至民国时期的

目录学发展流变,具有继承传统、史料突破、科学分析的特点,弥补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目录学

史研究的一些不足,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目录学史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成为目录学史研究的新标

杆.同时,该书也存在持续完善的空间,比如在历史人物、朝代方面拓展范围,加强目录学史与科

技史、军事史、观念史的联系.总体而言,这一研究成果对于目录学界鉴往知来和巩固学科发展

具有指导意义,对于传承中华文化遗产、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具有现实价值.
关键词　中国目录学　目录学史　传统文化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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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是国学的重要

学科.中国目录学史源远流长,来源于学术文化发

展和典籍整理,在历代文献整理、学术梳理、文化整

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校书活动可视为

目录学萌芽,刘向刘歆父子成书«别录»«七略»为目

录学定型,古代目录学理论研究的高潮则分别以宋

代郑樵“会通”思想和清代章学诚对目录学“辨章学

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总结为标志.民国以来,伴随

着文献整理和国故研究的潮流,目录学史研究也逐

渐流行,产生一批有显著贡献的、具有代表性的目录

学家,其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建国前如姚名达、余嘉

锡、汪国垣等,文化大革命以前如王重民、吕绍虞等,
改革开放至２０世纪末如来新夏、乔好勤等,积累了

«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史稿»«中国

目录学史论丛»«古典目录学浅说»«古典目录学»等
目录学史研究成果.自２１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

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发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
目录学史作为学术文化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加强目录学史研究是对国家号召的积极响应.

在近２０年目录学史研究热度衰减的窘境下[１],

«中国目录学史»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出版,是以新视角、新方法坚守目录学史这一传

统研究领域的代表.该书内容和结构较之王重民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更
加完整,较之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则观点更加鲜

明,论证更加客观和充分.总体而言,该书扩展了目

录学史的范畴,改变以往论著以目录史代替目录学

史的思维,从图书起源、图书整理、学术发展、读书治

学各个层面考察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区分图书史、
图书整理史、目录发展史与目录学史,将目录学与社

会史、图书史、学术史相联系,探索目录实践工作,讨
论目录学原理,总结目录学思想,以比较完整的结构

呈现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流变,成为一部推动中国目

录学史研究创新的力作.

２　目录学史研究的传承创新

２．１　继承传统,崇尚先贤

清代章学诚认为目录学的传统突出表现为“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近现代目录学研究除了传承

“考镜学术变化”的传统,更加重视以人物研究的方

式挖掘和总结目录学史.该书对目录学“辨章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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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以及人物研究的治学方法进

行继承和发扬.
其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者们通常以分期

的方法来探讨目录学的源流和历史变迁,汪辟疆«目
录学研究»根据目录分类法的变化将目录学分为七

略、四部、四部与七略互竞三个时期[２],余嘉锡根据

目录分类法的变化考镜目录学的源流,将目录学史

分为周至三国、晋至隋、唐至清三个时期[３],王重民

根据我国图书目录事业发展将目录学史分为古代中

古前期、古代中古后期等六个时期[４],来新夏根据官

修、史志、私家各派目录的创始、兴起、发展对目录学

史进行分期考辨[５].柯平教授«中国目录学史»一书

同样按照时间顺序探索目录学起源和发展变化,所
不同的是该书对目录学史分期更加细致,从春秋战

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十

一个时期分别展开梳理.该书特别关注秦、隋、元等

目录和目录名家较少而缺乏研究的时代,改变以往

目录学史论不讲秦代和元代目录学、隋唐目录学合

并论述的局限,分别以秦、隋、元相关史学研究成果

为基础,搜集、比较、分析各时期图书整理的史料,从
学术文化和图书体制入手对各朝代目录学进行重新

认识和深入研究.同时将断代研究与通史研究相结

合,力求深入分析比较每一朝代目录学的联系和异

同,总结目录学的阶段性特征.
其二,注重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目录学史上

事件的发生、发展必定依附一定的人物而展开,目录

学史研究通常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作为史实阐述的主

轴.自汉代班固便关注前人刘向、刘歆的书目工作,
论述向歆父子的目录学成果.近代以来学界更多地

研究目录学历史人物,聚焦人物的生平、学术贡献等

主题,比如程千帆«目录学丛考»、吕绍虞«中国目录

学史稿»均关注了刘向、刘歆、章学诚等著名目录学

家的贡献.柯平教授«中国目录学史»继承了目录学

的历史人物研究传统,在各章之下列出历史上每一

时期的重要目录学家,重视社会文化、人物履历与学

术造诣之间的关联.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该书除了

关注历史上目录学成果丰硕、学术地位显赫的目录

学家,还关注一些虽然缺乏目录学著述成果但却为

目录学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物,比如高度重视孔子对

目录学的奠基作用,系统梳理了孔子整理典籍的方

法,对孔子目录学思想进行总结阐发;再如,在已有

的司马迁研究基础上[６],进一步揭示了司马迁的书

录和分类等目录学思想,证明了其在目录学史上的

地位.

２．２　史料突破,焕发新知

«中国目录学史»在史料方面较之以往学科史著

作产生突破.其一,该书所奉行的史料观具有高度

包容性,把一切文字之记载以及文字之外的出土文

物、古迹与传述都视为参考对象,赋予其史料价值;
其二,书中史料搜罗与引用范围广博,除历代正史及

现有目录学相关论著外,还关注到出土文献、地方

志、家谱族谱、碑铭墓志、笔记杂记等[７](２１),亘古通

今、文史融合、纵横交错.例如,书中首章论证图书、
目录、目录学的起源,引用«甲骨文合集»«安阳新出

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一类出土文献的相关材料;再
如,书中第七章提及宋人对唐徐坚«初学记»“非止初

学,可以终身记”的评价引自宋人笔记«春明退朝

录».
基于史料的广泛网罗和整理,该书在一些具体

问题上产生新发现.比如关于图书整理的起源问

题,书中首先展示史料中关于上古传书«三坟»«五
典»«八索»«九丘»的记载,其后依据史料而论述夏商

周时期史官分职制度和群书部次现象,最后再将出

土甲骨的分门别类堆积现象作为有力论据,层层递

进、综合分析,最终断定图书整理活动至少在殷商时

期就已出现;再如,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目录学贡

献,余嘉锡、王重民、吕绍虞等学者对目录学起源的

追溯已经上至或远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并没有将春

秋战国时期目录学作为单独章节,因而在相关史料

的收集、目录学流变过程的阐发和特征总结方面较

为缺乏.«中国目录学史»将春秋战国时期的目录学

作为单独章节,广泛搜罗古典经书、史书及相关注、
疏文献,按照学术文化、图书体制到目录学发展流变

的顺序,较为全面地描绘了当时目录学的发展图景,
指出图书编撰、私人校书、政府藏书管理、典籍配置

目录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目录学发展的前提,提出春

秋战国时期已孕育出学术分类、揭示精要等目录学

思想.

２．３　科学分析,拔新领异

历史研究主要通过史料获取信息,因而往往受

到史料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中国目录学史»不仅在

史料上实现突破,还基于现有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增
强了书中创新性观点的科学性.

首先,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目录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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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是该书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不以今日的环境设

想古代的情景,不以今日的技术水平审视古代的学

术难度,不以当代标准评价古时书目工作和目录学

家的贡献,而是悬置已有定论,回顾历史进行客观考

察.比如,该书认为对图书进行科学整理是古代图

书总目和书志产生的重要基础条件,因此要考察目

录起源便要考察图书的起源.对此,该书事先悬置

图书起源的“周代说”“殷商说”“夏代说”“三皇说”,
根据文献证据和实物证明重新对图书起源问题进行

分析论证,指出图书起源于商代,并说明“夏代说”和
“图书起源于夏代以前”的观点需要未来考古发掘提

供证据[７](４).
其次,以史料为基础对有关目录数据进行科学

统计.比如将阮孝绪«七录»内篇五录的种数、帙数

进行核实和重新合计,修正了«古今书最»所记载«七
录»第二类内篇“五录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种,
五千四百九十三帙”的结果[７](１８１);再如,关于姚振宗

«七略佚文»中图谱著录数量的问题,该书以注释的

方式指出:“姚振宗«七略佚文»标注有兵权谋图１３
卷,兵形势图１８卷,兵阴阳图１０卷,兵技巧图３卷,
合４４卷.据实际著录统计,兵权谋图９卷,兵形势

图 ２１ 卷,兵 阴 阳 图 １０ 卷,兵 技 巧 图 ３ 卷,合

４３卷[７](１７５).”
最后,该书对目录学界存在争议的一些历史问

题给出科学论断.比如关于目录学的起源问题,该
书比较分析了“宋代说”“汉代说”“春秋说”“周代说”
“殷商说”五种观点,并根据目录学成为一门学科的

标准,指出目录学起源于春秋时期.再如目录学与

文献学、校雠学的关系,该书通过对“目录”“文献”
“校雠”的溯源与充分讨论,最终提出“目录学与校雠

学、文献学、学术史同根同源”,“中国目录学既是校

雠目录学,也是文献目录学,还是学术目录学[７](２８).”

３　中国目录学史话语的自觉建构

３．１　系统思维,目录学史的浑然立体

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按层次和结构形成的一个整

体系统的运动过程.«中国目录学史»的设计和著作

过程充分融合了系统思维.
其一,以宏观的视角将目录学作为一个有层次、

有结构的整体看待.该书把包含概念、学科性质和

学科关系的目录学基础理论,包含校书活动、藏书管

理的目录学实践,«七略»«中经新簿»一类的目录成

果,分类、提要、互著、别裁等目录学方法论,以及丰

富的目录学思想都纳入目录学的范畴.在此基础上

对目录、目录工作与目录学原理进行严格区分,对书

目工作思想、目录学方法论的思想以及目录学家的

学术思想进行科学抽象,进一步突出目录学的整体

特征.
其二,将目录学史与社会环境结合,将各时期的

目录学人物、事件、著作放在其历史环境中进行考

察,建立目录学与社会、学术文化之间的联系.以汉

代目录学为例,书中事先阐述汉代儒家思想占据统

治地位、史学兴盛的学术文化背景以及简策改制、纸
业发达、筐箧盛书的图书体制背景,再通过政府书

目、私人书目流行以及史志目录学开启来呈现目录

学的发展流变,实现了将目录学史与图书史、图书藏

用史、学术文化史的高度结合.
其三,将中国目录学史作为一个有层次、有结构

的整体看待,这一点见诸于该书的整体安排.«中国

目录学史»共计十二章,首章论述图书、目录与目录

学的起源,第二章到十二章分别阐述春秋战国时期

至民国时期目录学的发展流变,其中将春秋至汉代、
魏晋至隋代、唐代至宋代、元代至清代、近现代分别

划定为目录学的初创时期、分化时期、繁荣时期、总
结时期以及新历史时期,用社会进化和学术思想发

展的视角系统地展示了我国目录学的特有演变

历程.

３．２　共枝别干,学科轮廓的再度勾画

目录学涉及面广,博大精深,在发展中形成了中

国目录学与外国目录学、普通目录学与专科目录学、
古代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多个体系结构.姚明达、
王重民、吕绍虞、乔好勤等人都曾将中国目录学史单

列而加以梳理和阐发,柯平教授«中国目录学史»一
书则力求更加完备.

该书展示了中国目录学史的理论体系,自书中

可见中国目录学史以图书史、目录史、目录学术史、
目录思想史为研究对象,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方法

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而包举史料方法、逻辑方法

和现代科学分析法,中国目录学史的分期应当以社

会历史发展、学术文化史、目录学自身发展为依据;
书中对史上专科目录学作出进一步提取和汇列,包
括史志目录学、佛道目录学、类书目录学、地方文献

目录学、古籍目录学、文学目录学、经学目录学、诸子

目录学、译书目录学、新目录学,壮大了中国历史上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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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目录学的阵容;书中还进一步阐述目录学史的

价值,指出中国目录学是关于图书整理、学术史、读
书治学的学问,说明目录学史中蕴含的方法和思想

于当代目录学有致用功能,挖掘中国目录学史符合

社会文化和学术发展需要.总之,该书进一步揭示

中国目录学史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
会价值,使其学科轮廓更为清晰.

３．３　津逮后学,文化传承的躬身示范

书中后记提到:“这部书能够出版,得益于今天

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国学和传统文化并开始重视基础

研究的时代.”据统计,２００４年以来我国颁布且当前

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类政策文本

有４８份,政策条款３６８条[８],充分表明国家对历史

文化遗产的重视.近二十年里应用研究在图书情报

研究中占据显著份额,其科研产出直接推动着我国

图书情报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同时学科理论研究有

待加强,需要坚守如古典目录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挑
起发掘和弘扬中国古代学术文化遗产的重担.

«中国目录学史»的作者柯平教授系中国首届目

录学博士,四十年来深耕目录学领域,著述丰富、造
诣颇深,代表性作品有«文献目录学»(１９９８)、«从文

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２００８)、«目录学教程»
(２００４)、«目录学读本»(２０１４)、«目录学»(２０２２)等.
«中国目录学史»从筹划之初到材料积累再到书稿成

形历时十年之久,书中布局严谨有序,内容翔实,时
间跨越春秋战国时期至民国时期,全书字数六十万

余.该书是对国家和民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号

召的积极响应,是作者对传统文化与基础研究的回

归,是阐古人精微、扬目录光辉的学人示范.该书再

次证明了学科史研究者勇于扎身浩繁史料、坐冷板

凳的魄力,也彰显了中国目录学史领域的特有气质,
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目录学的示范.该书成

书的艰辛经历,以及书中对研究范式的展示、历史的

再现和传统学术文化的发扬,都展现了中国目录学

史研究的魅力,成为滋鉴后学的营养.

４　«中国目录学史»有待完备之处

４．１　隅席有待补阙

学界对目录学史的梳理采用了多种体例,比如

有按朝代顺序梳理的通史,有专注一朝的目录学断

代史;有按主题对目录学内容进行分类,也有以人物

为主线按时间顺序铺开.«中国目录学史»以朝代为

序,所覆盖的历史区间在已有目录学史著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章节安排及论述逻辑合理且紧致.受各

种因素局限,部分朝代或不足以成为单独章节,因而

未能在书中呈现.五代十国时期局势动荡,王朝更

迭频繁,社会稳定程度低,学术发展水平无法与唐、
宋相提并论.而该时期学术文化对前朝有所传承,
也存在一些访书、修史活动,比如赵莹、张昭、刘昫等

人修«旧唐书»且撰«旧唐书经籍志»,因而书目工

作的延续使该时期同样具有研究价值.此外,与两

宋并立的朝代有辽、金、西夏,受限于史料、文字因

素,现有目录学史研究成果对上述三朝少有提及.
«中国目录学史»一书基本展示了各时期目录学的发

展流变,在未来的修订中如果能够对上述朝代的目

录学史加强发掘,所形成的结构将更加完备.

４．２　毫末有待采摭

目录学研究和整理经传、史书、诸子之学、歌词

诗赋、兵书、方术学、近代科技各门文献,自然也受政

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科技史、观念史各种历史所影

响.«中国目录学史»书中主要以学术文化和图书体

制两大模块作为一时期目录学发展演变的背景,在
此之下对政治、经济概况作简要介绍,探讨造纸、印
刷、装帧的整体水平,为呈现该时期目录学发展流变

作了基本铺垫.其次,该书主要关注３４位目录学领

域卓有贡献的大家,除对上述目录学家的生平进行

简介之外,重点对其学术思想进行提炼和详细介绍.
我国史上目录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物不计其数,如
«中国目录学家辞典»(１９８８)收录２２００余人,«中国

目录学家传略»(１９８７)收录１１０人,«中国目录学思

想史»(１９９８)关注４０人.因此,该书抓住了目录学

的主要相关因素,关注各时代主要的目录学大家,然
而受篇幅限制未能对与目录学所紧密联系的科技

史、军事史、观念史等作更为详尽的阐述,未能顾及

上述３４人之外的其他人物,若能在现版基础上对历

史中的细枝末节加以捕捉则更为理想.

５　结语

柯平教授«中国目录学史»不仅对目录学的优良

传统进行发扬,也实现了史料突破以及研究思维、研
究方法、理论抽象方面的创新,书中以系统思维看待

目录学和目录学史,以主客观结合的分析方法增强

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弥补了已有目录学史著作将目

录发展史等同于目录学史、孤立看待目录学发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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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思想史研究缺乏的不足.该书体例完备、观点鲜

明,是一部学术性兼具工具性的专著,推动着目录学

史研究创新发展,对于后学具有启示和激励意义.
同时该书对目录学史的呈现也创新性地展示了中国

古代的学术史历程,再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

创造的知识财富,响应了国家关于传承优秀文化遗

产的号召,对坚定文化自觉、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将有

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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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werfulWorkPromotingInnovationintheStudyofChineseBibliographyHistory
—EvaluationofProfessorKePingsHistoryofChineseBibliography

ZhangWenliang　LiuPeiwang

Abstract:In２０２２,ProfessorKePingsHistoryofChineseBibliography waspublished,whichcovＧ
ered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ofbibliographyfromtheSpringandAutumnperiodtotheRepublicof
Chinaperio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inheritingtradition,discoveringnewhistoricalmaterialsandscienＧ
tificanalysis,madeupforsomedeficienciesinthestudyofbibliographyhistorysincethe１９３０s,strengthＧ
enedtheacademicstatusofthefieldofChinesebibliographyhistoryandbecameanewbenchmarkforbibliＧ
ographyhistoryresearch．Atthesametime,thebookcanalsobecontinuouslyimproved,suchasexpanＧ
dingthescopeofhistoricalfiguresanddynasties,andstrengtheningtheconnectionbetweenthehistoryof
bibliographyand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historyofideas．Onthewhole,thebookis
ofguidingsignificanceforscholarstoreviewthehistory,explorethefutureandconsolidatethedevelopＧ
mentofthediscipline,andhaspracticalvalueforinheritingtheChineseculturalheritageandpromoting
culturalselfＧconfidenceandselfＧimprovement．

Keywords:ChineseBibliography;HistoryofBibliography;TraditionalCulture;Book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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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DaandPekingUniversityLibrary
LiuJie

Abstract:XiangDaisafamoushistorianandthefirstdirector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afterthe
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DuringhiscareerinPekingUniversityLibrary,XiangDamade
itclearthatuniversitylibraryisanacademicinstitutionpromotingteachingandresearchandbeingresponＧ
sibletotheuniversity．Hepromoted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srelocationanditsdeepintegration
withYenchingUniversityLibraryandimprovedreaderservicebyovercomingtheshortageoflibraryspace
andstaffinordertosupporttheteachingoftheuniversity．HemadeattemptstobuildresearchＧorientedPeＧ
kingUniversityLibraryinthreeaspects:thefunding,thebookcollection,andtheresearchenvironment．
WithhisacademicＧorientedvisionoflibrarymanagement,XiangDamadeagreatcontributiontothedevelＧ
opment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

Keywords:XiangDa;PekingUniversityLibrary;AdjustmentofCollegesand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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