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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

艺文志》的编撰及其特点

倪 晓 建

《汉书
.

艺文志》 (下称《汉志 ))) 系依据

《 七略》改编而成
,

且有所创新
,

是我国现存

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
。

它的产生
,

开创了利

用官修书目在正史中编撰
“

艺文志
”

的先例
。

对于这类书目
,

郭沫若有中肯的评价
,

指出
:

“

历代史书多有
`

艺文志
, ,

虽仅具目录
,

据

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
” 。

①

就《汉志》的编撰思想和内容特点作一探讨
,

对于总结中国目录学的遗产与传统
,

更好地

发挥史志书 目的作用
,

都有一定的意义
。

《汉志》作为《汉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它的编撰体现了班固的 目录学思想和方法
。

但是
,

就书目的基本体系以及主要内容
,

与

刘向
、

刘欲的 《七略 》 又有着直接的因袭关

系
。

根据《汉志》的记载和 《七略》 的残卷佚

文
,

刘 氏父子等人编撰《七略》的过程是这样

的
:

校勘图书
,
编写叙录 , 种别群书

。

范文

澜说
: “

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
,

在史

学史上是光辉的成就
” 。

② 《七略》的产生
,

为

编撰综合性系统书目创立了一套科学完整的

工作程序
,

它不仅在我国
,

就是在世界文化

史上也是个重要贡献
。

一 《汉志》编撰的指导思想

《七略》产生后不到一百年时间
,

班固写

作《汉书》因《七略》 “

删其要
,

以备篇籍
” ,

在

古典书目中又开辟一新的领域
。

班固在 《汉

书》中以《七略》来
“

备篇籍
”

是有其一定思想

的
。

首先
,

为《汉书》的写作思想服务
。

历史

家写历史都有个思想 目的
,

司马迁写《史记》
,

他要
“

究天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
,

成一家之

言
。 ”

班固写作《汉书》的 目的
,

则是要在思 想

领域维护和巩固东汉的封建统治
。

而《七略》

在编撰目的以及所表现的思想 倾 向 上
,

与

《汉书》基本是一致的
。

班固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 目的
,

主要表现在创立断代史的思想上
。

班固 (公

元32

— 92 年 )
,

字孟坚
,

后汉扶风安陵 (今

陕西咸 阳市东 ) 人
。

他出生在一个豪富并且

有正宗家学传统的家庭
,

从小受到儒家思想

的熏陶
。

二十七岁开始了纂修 《汉书》 的工

作
,

受家学尤其是父亲斑彪的影响很深
,

常

常以为凭着
“

二世才术
,

位不过郎
”

而 自论
,

恨 自己生不逢时
, “

以不遭苏
、

张
、

范
、

蔡

之时
, ⑧ 而 自通

, “

夭德不得后身而特盛
,

功

不得背时而独章
” ④ ,

他要继承父志
,

重振祖

业
,

在政治上就不得不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

在思想上也就不能不尊儒
。

他创立断代史的

体例
,

总结西汉一代的历史编成《汉书》 ,

就

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当时统治者的政治

服务的
。

班固在《汉书》写作中
,

明帝曾暗示

班固写史的立场
,

说
“

司马迁著书
,

成一家

之言
,

扬名后世
” ,

这是人所共知的
。 “

至以

身陷刑之故
,

反微文刺讥
,

贬损当世
,

非谊

士也
。

司马相如
,

夸行无节
,

但 有浮华之

词
” ,

在临死的遗书中
,

仍念念不忘
“

颂述功

德
,

言封禅事
” ,

这才是忠臣的榜样
,

比司马



迁好的 多。
。

这 番谈话的川愈
.

班 116 足心侧

神会的
.

所以他耍
“

常伏刻诵圣论
,

昭明好

恶
.

不遗微细
,

缘 ,「断浓
” ,

来
“

光扬大汉
” ,

, J一郎牌俩宜汉的史 朽
, “

综其行事
,

旁贯

五经
” ,

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

西汉末年
,

成帝 f朴命刘向等人校书编 【!
,

址汉武帝独牌俩术
,

县跳百家
,

以及公元前

51 年石梁阁讲五经同异
,

宜 帝 亲临决断之

后
,

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加强学术思想控制
,

巩 lb1 封建统治采取的又一措施
。

对于刘氏父

子受命完成的这项工作
,

班固是很新重的
,

不止一次地在《汉书》 中提起
, “

刘向司箱
,

辨

章旧 闻
,

杨雄谭思
,

法言太玄
,

皆及时君之

门闲
,

究先圣之壶奥
” 。

⑥这是谈《七略》的历

史作用和孺家思想
,

也 含有自己依 《七略》

“

备篇籍
”

的原因
。
《七略》在分类上按照封建

皇帝进行统治的需要来排列次第
,

思想本质

反映了皇权思想
, 在评论中把六经说成本

,

把诸子等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
,

贯穿 了薄

祟孺术的思想
。

另外
, 《七略》说《易》为五经

之源
,

与天地共终始
,

而五经之学则
“

世有变

改
,

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 。

这种神学思想
,

也

正是班固要在《汉书》中说明的
“
汉承尧运

” ,

“

协于火德
”

的观点
。

由于思想观点上的这种

关系
,

班固不仅以为 《七略》只是
“

及时君之

门闹
”

的工具
,

而且尊称为
“

纬六经
,

缀道纲
”

的经典
。

在思想上
,

符合他写作 《汉书》
“

综

其行事
,

旁贯五经
” ,

尊儒宣汉的需要 , 在时

间上
,

也基本合乎《汉书》 “

终于孝平王莽之

诛
”

的断代
。

所以他把《七略》删入 《汉书》
,

以重其说
,

为
“

论大道
” , “

先六经
”

的正统史

学思想服务
。

其次
,

述文化学术史的思想
。

班固编撰

《汉书》掌握的历史资料是非常丰富的
,

他的

取舍标准是什么呢 ? 《董仲舒传》 中说
: “

援其

切当世
,

施朝廷者著于篇
” 。 《贾谊传》 : “

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
,

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
” 。

由此可见
,

班固选择史料的标准是为 了
“

切

于世用
” 。 《七略》的编撰者刘向

、

刘欲父子
,

在班 h1I 的心「! :
!
,
处博学的榜仰

,

他们
“

其育

故切
’ . “

博物洽闻
,

通达 .
片今

,

J (
.丫有补于

世
, ,

, 楚最
“

切 J
气

tlt川
”

的
。

所 l叹
,

(!: 《汉 I弓
·

,

I一:行志》
,卜采川刘 I;

:
J《洪范 I〔行传 i仑》 约一

’

「

:lI }
·

几条
,

刘效《洪范 I〔行 f心》 七 l
·

只条. 《 汉

!勃的 J〔他 部分对刘向《新序》 《说苑》哪也 多

采川
。

班 1Î 利 ; 11刘氏父子的若述写史
.

他说
:

“

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
,

著天人之应
。
《七

略》剖刘艺文
,

综
`

(l’ 家之绪
。
《三统历 i伶》 考

步 fl 月五甩之度
。

有意其推本之也
” 。

⑧ 说明

他的思想是刘氏父子思想的继承
。

豁指出的

是
,

班固在《五行志》中继承 了刘氏父子的神

学观点
,

而在《艺文志》 中则继承了他们的人

文主义思想
。

对《七略》的继承
,

在史学上是

个重要贡献
。

这种贡献在于班 固创立了史书

中记述文化学术史的体例
。

《汉书》 中的十志是从 《史记》八书取法发

展而成的
。

在文化学术方面
, 《史记》没有专

设篇 目
,

只是在 l(( 自序》 里转述了司马谈的
“

论六家要旨
” ,

论述了汉初诸子的学术状况
;

《孺林传》虽说是一种学术史的体例
,

但也只

是就经学的家别传授作为叙述内容
。

这些记

述不过是文化学术的一部分
,

既不系统
,

也

不全面
。

而汉代在文化学术上是很有特色的
,

除经学及诸子外
,

史学
、

文学
、

军事和天文
、

医药等科学技术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

对于这

些方面的文化成就
,

刘向等人在整理图书时

都作了系统的叙述和总结
。

在当时
, 《七略》

的形式已成为学术史的主要表达形式
。

在这

种历史条件下
,

利用 《七略》 的成果加以改

编
,

用
“

备篇籍
”

的方法来反映文化学术史
,

条件是成熟的
。

对于《七略》的学术史性质
,

班固在《艺文志
,

序》和《叙传 》中表露出自己

的认识
。

这两段话有三层意思
:
一是图书和

学术兴衰的原因 , 二是刘向司籍的作用
,
三

是
“

备篇籍
”

的意图
。

他既讲了图书文化的简

单发展过程
,

也论述了图书与学术之间的关

系
,

同时还说明了
“

爱著目录
” ,

不仅是为了

发展学术
,

使孔子的
“

微言
” 、 “

大义
”

弘扬光



大
,

而且也是为了反映文化学术史
。

班固作

为两汉之际史学上的代表者和总结者
,

把作

为学术史形式的《七略》编入《汉书》 ,

对 《史

记》 记述学术源流的工作是个发展
,

在这方

面体现 了班固的创新和成就
。

第三
,

保存古代藏书的 目的
。

班固的家

世和他的一生与图书有很密切的关系
,

伯祖

班芳与刘向共校秘书
,

并得到皇帝的赏赐
,

得到不少秘书副本
。

到他父亲时
,

由于家中

有这些赐书
,

在社会上颇有影响
。

班固本人

从受诏校书到著书立说
,

都在与图书打交道
。

他在写作《汉书》的同时曾编有《东观新记》 、

《仁寿阔新 记》 、 《兰台书部》 和一部资料目

录
。

在当时那种书籍制度历史条件下
,

又因

自{己的切身经历
,

对图书的作用和刘向校书

的意义有清楚的认识
。

他在《叙传》 中说
: “

固

以为唐虞三代
, 《诗》

、

《书》所及
,

世有典籍
,

,

故虽尧
、

舜之盛
,

必有典模之篇
,

然后扬

名于后世
,

冠德于百王
,

故 日
: `

巍巍乎其有

成功
,

焕乎其有文章也
,

! ”

这里不仅是说自

己著书的目的
,

也是谈图书的传世作用
。

在

《叙传》的《艺文志》 自述中
,

班固也谈到图书

及刘向司籍的作用
,

他称赞刘向是孔子之后

第一个有功于图籍的人
。

这里既是对孔子
、

刘向的赞颂
,

也是以继
“

刘向司籍
,

九流以

别
” ,

而述 《艺文志》 自况的
。

从历史上看
,

班

固借书目保存图书的目的是达到 了
,

邵晋涵

说
: “

班孟坚《汉书》 因刘子骏《七略》作 《艺文

志》 ” ,

而
“
西京书籍略见其梗概矣

” 。

⑨

综上所述
,

刘向刘欲创体以来
,

班固是

首先认识到《七略》的学术价值
,

并加以创新

发展的目录学家
。

他的这一创新
,

在我国古

典 目录学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

为后来史志书

目的编撰和补撰奠定了基础
。

二 《汉志》的内容特点

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
,

对

《七略》进行了
“

删其要
”

的加工
,

从而使 《汉

志》 在体例上与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

体

现了史志书目在编撰内容上的特点
。

就 《汉

志》的思想内容来说
,

既有
`

因袭
,

的一面
,

也

有
`

创新
,

的一面
;
从历史上讲

,

无论因袭或

是创新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

下面就在《汉志》

与《七略》异同的基础上
,

来谈谈《汉志》的 内

容特点
。

(一 ) 分类体 系的基本内容

班固在《汉志》中因袭了《七略》分类体系

的基本内容
,

为什么没有象因袭《史记》 中的

材料
,

而改变它的体例那样
,

另起炉灶
,

重

创一体呢 ? 这与分类体系的内容 有 重 要 关

系
。

首先
,

这部分类体系汇总了先秦尤其是

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
。

春秋战国时期
,

我国

的文化学术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
,

秦代焚

书坑儒
,

除一些医药种树等书籍没受损失外
,

其他诸子经传遭到严重损失
。

到西汉末年编

撰《七略》时
,

则形成了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

的分类体系
,

并因以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 图

书
,

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
,

正是西汉一代文

化学术发展的历史
。

在概括和反映这种历史

方面
,

这部分类体系既直观又系统
,

形象全

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点
,

给班固《汉志》的

直接因袭提供了内容方面的条件
,

没有必要

重创一体
,

或是改编成其他表达形式来完成

这一记述文化史的历史任务
。

班固的这种因

袭
,

表现了他以书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见

学识
。

其次
,

这部分类体系体现了汉代的正统

思想
。

刘向刘散奉命编撰《七略》
,

所 以整个

分类体系贯穿着封建正统的思想
。

在类目次

序上
,

它把 《六艺略》列在首位
,

其他诸子与

技术等则被列入从属的类目中 ; 在评论中
,

“七嘟把六经看作是万世不弃的经典
,

五经

代表
“

五常之道
” ,

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是
“

相须而备
”

的
,

而在整个世事变故中
,

始终

起主导作用的是讲阴阳变化之道的《易》 ,

这

种 神学思想正是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的思

想
。

另外
,

它还把诸子百家说成是
“

六经之



支
’
j 流裔

” .

这 .lll 又优穿 r 米林擂术的 思想
。

《 七略冲中的这此思想
.

给斑固的直接因菠又

莫定 J-思拟 JI’ 而的 从础
。

再者
,

这部分类体系反映 f , 时 务个学

术门趁之卜11的联系
。

l1’ 先 ,

它在类属 l几反映

J’ 有关门类之间的 关系
。

如 《 六艺略》 除 r

易
、

i兮
、

书
、

丰L
、

乐
、

才手秋六类经 l弓外
,

还

包括有论语
、

孝经
、

小学三类书
。

这是因为

论语
、

孝经楚孔子所闸述的 汀词
,

可以 与六

经相丧 「
It

,

作为经学的入门 l弓, 小学是宇典

等文字学方而的 书
.

不仅是读经启朵的 堪础
,

而 I!
.

被认为是治经的根本
。

《六艺略》把论语

等三类书附于六部经 l亏之后
,

反映了它们在

思想内容上的从属关系
。

其次
,

在类目排列

上反映了学术门类的发展关系
。
《诗赋略》分

为 丘小类
,

它先列先秦之诗
,

后排汉代之赋
。

其
`
卜最后《歌诗》一类全录汉代作品

,

反映了

诗斌在古代的发展源流及作品体裁的异同
。

总的说来
, 《七略》以类次图书的形式来描述

文化学术之间的一些关系
,

达到了较高的水

平
,

这又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在学术质量方面

增添了因素
。

(二 ) 序文的编 写体例

班固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
,

但并没

有完全继承它的书目体例
,

他把《七略 》中论

述各类学术源流得失的《辑略》 ,

根据史书体

例的要求
,

改编后各入其类
。

尽管文字上更

易不多
,

但体现了班固在书目体 例 上 的 创

新
。

史书的体例基本可分为本纪
、

世家
、

列

传
、

年表和书志五部分
,

不过也有增分为论

赞
、

叙例七部分的
。

L 论赞是写在每篇之后

用以叙述或总结全篇 内容要旨的文字
,

它较

早的形式是
“

君子日
”

((( 左传 )))
, “

太史公 日
` ,

((( 史记》 ) ,

班固在《汉书》篇末把他的评论之

辞皆称为
“

赞日
” ,

这在史书体例上是一个进

步和贡献
。

在对《艺文志》的编撰时
,

也用史

书的这种体例对《七略》进行改编
,

使论述有

关大
、

小类的序文和各类图书归附在一起
,

夕f 相维系
,

不 仅使《艺文志》的体例和史 l弓作

到 r 统
1

一 ,

也使书 n 更加条理演晰
.

为以后

J) i代 l弓日体例所效仿
。

大
、

小类序在《汉志 l)) ! ,起 扮论辨和总结

学 术的作川
.

它的 ” J作之精要
,

内容之了
“ `

泛
,

为历代学者所称颂
。
《六艺略》的类 )’r 最为详

尽
。

汀先闸明经 朽的要 竹以及一 些 历 史 情

况 ,
然后欣点 考究经传的师承传授和学术分

布
。

在时叭11顺序上每部经 书都她按照上古
、

存秋战国
、

秦
、

汉几个历史阶段进行分期叙

述
,

爪点又在汉代
,

这样的
” J作体例和内容

,

对于全而了解经学的历史和现状 是 有 价 位

的
。
《诸子略》 中的序文

,

是先秦以来诸子学

术的全面总结
。

它的写作体例仿自司马谈的

《论六家要旨》而有所发展
。

每家小序言简意

双
,

首先述明学派的起源
,

其次揭示学派的

思想要 旨
,

然后论述学派的思想得失
。

其他

各类序文分别叙述其官守渊源和学术成就
,

文字较为严谨
。

对于《汉志》中的序文
,

古今

都把它看作是
“

最为明道之要
”

的精华部分
。

如果说 《汉志》的类别还只是部次了文化学术

门类的大势
,

那么这些类序则对每个门类作

了进 一步专深的论辨和总结
。

保存至今
,

成

了我们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珍贵文献
。

(三 ) 著 录上的调整与补 充

班固编撰 《汉书》善于利用前人的成果
,

但又不照录原文
,

而是进行整理加工
,

创新

补充
。

他的这样编撰方法表现在《汉志》中
,

则是对 《七略》 “

删其要
”

时所作的
“

精确考

核
” ,

使之与《汉书》
“

首尾洽通
” ,

系统全面

地著录了西汉藏书
。

关于
“

出
” 、 “

入
” 、 “

省
”

的加工
。

刘向
、

刘欲等校书编 目
,

以当时的图书和学术门类

设目立类
,

著录图书
,

班固对此似不必一一

过目考核就可 以转录进 《汉志》中去
,

其实不

然
,

他仔细核对 图书的内容和类别
,

对一些

图书的类属重新作 了
“

出
” 、 “

入
”

的调整 以及

删
“

省
”

的加工
,

并对这些变更给予注明
,

表

现了在著录上与《七略》的不同
。

所谓
“

省
” ,



就是对一些重复著录 图书的删省
,

这个问题

长时间争论不休
,

因为它涉及到互著
、

别裁

的著录方法问题
。

就目前的材料来看
, 《汉

志》 中确有类似我们今天所说互著
、

别裁的

著录方法
,

但这种方法的出现不是自觉的
,

而是当时书籍的具体历史条件造成的
。

关于几部图书的补充著录
。

班固在 《汉

志》 中表现出的另一创新精神
,

就是在断代

史学思想指导下对 《七略》著录未尽图书的增

补
。

所补刘向
、

杨雄
、

杜林几家图书
,

虽然

还不能弥补《七略》成书后近三十年的著述
,

但所表现出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积极的
。

关于
“

首尾洽通
”

的著录编次
。

《汉书》是

断代体例
,

而在《艺文志》中却表现出记古今

通代图书的内容
, 《艺文志》作为《汉书》中的

一篇
,

两者在内容体例上是不是有些矛盾
,

对此有人表示质疑
。

实际上 《汉书》 十志和

《古今人表》的内容都不限于汉代
,

这样的编

写目的
,

是要
“

以通古今
,

备 温 故 知新之

义
, ”

@ 使其上下联贯起来
,

便于了解文化学

术的发展变化
。

所以班固对 《七略》改编时没

有删除汉代以前的著述
,

而是作为一个文化

整体给予全面的著录
,

时代相续地反映图书

文化的历史
。

《汉志》在著录编次上的特点
,

首先按照

图书的时代先后排列
,

其次是以学术的发展

源流
。

尽管一些图书在著录上有些杂乱
,

但

就书 目的整体而论
,

图书文化的先后
,

学术

思想的流别
,

还是能够分辨清楚的
。

《汉志》

的这种著录图书的方法
,

在我们今天书目的

编撰中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四 ) 注语的思 想与内容

班固 《汉志》 的另一个特点
,

就是在对

《七略》 “

删其要
”

时所表现出的博洽
,

他把书

目
“

辨章学术尸考镜源流
”

的任务结合史书其

他部分的编撰来完成
。

古人一向认为
“

史之

所难
,

无出于志
” 。

一般说志贵在博而约
,

是

较难写作的
,

班固《汉志》采取寓繁于简的形

式
,

对《七略》中的图书叙录全部删除
,

加上

简单的注语
,

既较好地完成了文化学术史的

任务
,

也作到 了与史书体例的统一
。

班固所

加注语
,

内容广泛
,

文字精要
。

第一
,

注明
“

有列传
” ,

使 《汉志》 与史传联系起来
。
《诸

子略》儒家
, 《晏子》八篇下注日

: “

名婴
,

溢

平仲
,

相齐景公
,

孔子称善与人交
,

有 《列

传》 ” 。

注明 《史记》 中有列传的注语有十一

处
,

虽然对图书作者有列传的没有一一注明
,

但已指出
“

存其部 目于《艺文》 ,

载其行事于

列传
”

的
“

详略互见之例
” 。

@ 根据这一注语

的旨意去参阅有关列传
,

不仅可以了解到作

者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倾向
,

同时也能得到作

者的整个著述情况
,

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刘

向叙录的作用
。

第二
,

注明图书缺佚真伪
,

确定图书价值
。
《七略》成书后

,

新校定的图

书又遭战乱的损失
,

班固从 目录学的眼光对

一些亡缺图书作 了说 明
。

《六艺略》 小学类

《史箔》十五篇下注日
: “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

五篇
,

建武时亡六篇矣
” 。

关于图书的真伪
,

班固从不同角度给予注明
。

一是从内容上说

明的
,

如《伊尹说》 二十七篇注云
: “

其语浅

薄
,

似依托也
” ;
一是从时代上考证的

,

如

《力牧 》二十二篇注云
: “

六国时所作
,

托之力

牧
” ; 一是从语言文字上着眼的

,

如 《大禹》

三十七篇注云
: “

传言禹所作
,

其文似后世

语
。 ”

第三
,

注明图书内容性质
。

《高祖传 》十

三篇注云
: “

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
”

;

又如《议奏》三十九篇注云
: “

石渠论
。 ”

第四
,

注明图书作者
。
《凡将 》一篇注云

: “

司马相姐

作
” ;
还有从作者时代的角度注明的

,

如《封

禅议对》十九篇注云
: “

武帝时也
。 ”

注语的范

围从图书作者
、

内容 以及真伪等各个方面给

予说明
,

为读者的利用带来很大方便
。

这一

方法开创后
,

在《隋书
.

经籍志》等史志书 目

中得到了继承
。

但是
,

注语又很不全面
,

《六

艺略》
、

《诸子略》较详
,

而在《数术略》
、
《方

技略》 中甚至一个注说也没加
,

反映了班固

在著录图书上的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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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九流
一

1rl’ 氏之学……欲人即类求 l̀
,

因 ”究学
”

的 l !的
。

尽
`、

护减从
“

排令学术
,

听镜浑流
,

这

一理 论出发
.

进一步 i仑llt : r 书一中类序
、

捉耍
、

共录款日
、

分类
、

勺
.

共别裁等 lJ’ 法的瓜要作

用
,

大大捉裔 f !̀ 日的价似和 1L 录学的作川
。

:>. 学诫
“

辨 食
”
护术

,

吵镜睬流
”

的 }J 承学思想足
,
卜国占典日录学理论研究的二 个离峰

。

I’t

至步入新日录学之前
. , ll’ 典日录学家所做的工作娜只不过达对这

·

现论的发挥 和解朴
.

实践

和应川
,

很少取排新的较大的进展
。

注释

① 姚名达 l(( 卜冈 ! !录学 史》

议) 郭沐若 《 卜辞通蕊》

③ 李亚农 《李亚农史沦乘》 (I J

④ 王孟民《 价迈 目录学 》

③⑧卯@ 班固《汉书
.

艺文 志》

的帅 《文选》 李普注引《 七略 》

⑦ 讨马谈 《论六家要行》

0 范文洲 《中国通史简绷》

。 李笠 《日录 之名称及其内函 》

O 刘纪泽《 11 录学概沦》

O 鲍角《 口录学小史》

LL 郑樵《通志
·

校睡略》

L 胡应解《少师山房笔丛》

0 龚自珍 《定庵文集》 (续集 )

L⑧⑨ 余菇锡《 口录学发微》

网
.
弹角的 取校城《校阴通 义》

的伽 阮牟绪 (( 七录序》

O 张四嗽《沦 日欢之体例》

。 0 朱娜称《 . 书卒文集》

⑧ 孙价让《摘* 述林》

。 纪的 《 四库全书总日》

O 孙冶比 《诬州经摘志叙例》

@ 许寿堂 《亡友件迅印象记》

。 刘晌 ((I 日店 传
·

经箱志 》

。 《店会要 》卷六 卜四

O 欧阳 . 《新唐 朽
·

艺文 志》

O 《玉海》 卷五
一

十二

O 杨城斋《遂初堂书 目序》

颐 王芭孙《陶陶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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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在《经义考
.

著录篇》中评论说
:

“

班固《汉书》依《七略》作 《艺文志》 ,

诚 良史

之用心
,

而史家体例之不可少者也
” 。

《汉志》

以后
,

正史中以例编撰《艺文志》 (或 《经籍

志 ))) 的有六种 , 清代以来对史书缺《艺文志》

的作了补撰工作
,

往往一部史书 就 有 好 几

家 , 据统计
,

这类补撰的史志有五十余家
,

在目录学领域形成一个小小的流派
。

丰富的

史志书目为我们了解历代图书文化发展的历

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

就 《汉志》的学术价值而

论
,

首先表现在对先秦以来所有的图书进行

了整理编次
,

使杂乱的古今图书从此有了一

本清册
,

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古代图书

的一些情况
,

全凭它的著录和启发
。

其次
,

它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
,

把当时的图书系

统清晰地著录在类表里
,

通过这幅分类表的

画卷
,

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末年以前整个文化

学术的概况
。

另外
,

它在著录部次图书的基

础上对文化学术的各个门类分别给予评论
,

尽管其中夹杂一些阴阳五行的术语
,

但基本

上 已脱离了神学的轨道
,

而就具体的社会现

象和自然现象作了人文主义的解释
。

这些评

论和总结
,

可作为我们今天科学 研 究 的依

据
。

注释
:

① 郭沫若 《就当前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

题答
“

新建设
”
编辑部间》

,

见《光明日报》 19 5’9 年 4

月 8 日
。

② 范文澜 《中国通史》第二册
。

③ 范哗《后汉书
·

班彪列传 o))

④⑥ 班固 《汉书
.

叙传 .))

⑤ 班固 《典引叙》
,

见《文选 》卷四 十八
。

⑦⑧ 班固《汉书
·

楚元王传讥

⑨ 邵晋涵序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 .})

@ 《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 》上编
。

@ 班固《 汉书
·

百官公卿表 .})

0 章学诚《校仇通义
.

内篇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