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袁野钞本文献冶尧野刻本典籍冶尧野文本演变冶
等问题备受海内外古典学界的关注遥 按照后现代理

论袁 钞本时代的经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断叠加的

情况遥 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可以有单一的资料

来源袁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资料来源袁出现异文袁很
不稳定遥 今天所看到的众多版本袁 很难说哪些是定

本袁哪些内容是后人叠加进来的遥不同文本的不同性

质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照此

推论袁先唐文本文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遥阅读这些

文献袁很可能就会出现言人人殊的情况遥据此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院先唐经典的稳定性不复存在遥
这里就涉及到对中国早期历史文献如何理解问

题遥如果以纸张印刷作为中国文献分期的话袁大约可

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袁一是周秦汉唐的钞本时代袁二
是宋代以后的雕版印刷时代遥

先唐经典袁主要是指中国的周秦汉唐经典文献袁
是中国文化之源袁也是历代文献整理的重点领域遥对
于这些经典文献的整理袁 三个重要的学术转折点无

法绕过袁一是两汉之际遥 刘向尧刘歆父子整理先秦典

籍袁编纂叶别录曳与叶七略曳袁班固在此基础上编修而成

叶汉书窑艺文志曳遥这是大一统中华文化的第一次系统

整理遥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金文尧石刻与

竹简遥 与此同时袁类似于纸张的文字载体已经出现袁
正在酝酿着巨大的文化变革遥 二是唐宋之际遥 此前袁
是两汉到隋唐袁是中国钞本时代遥 在这一历史时期袁
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推进学术经典化的进程袁 包括编

纂野五经正义冶尧校刻野开成石经冶袁整理历史资料遥 但

是袁这种传播的能力终究有限遥唐代咸通九年印制的

叶金刚经曳袁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遥此
后袁随着宋代刻书事业的发达袁文化经典走进千家万

户袁经典化工作也相应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遥 三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遥如果说中国文献学史上的重要

文献资料袁大都定型于前两个历史节点的话袁那么第

三个历史节点的突出特色就是思想方法上的飞跃遥
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所有成就与问题袁 都与这个历史

节点密切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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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集中讨论的是钞本时代的文献问题袁 又与

上述三个历史节点息息相关遥

一尧从口传文献到写本文献

渊一冤早期文献传播的复杂背景

如果从殷商文字开始算起袁 传统文献流传至今

已经三千多年遥汉代以来袁佞古思潮长期居于主导地

位袁 认为现存早期文献都是老祖宗说的袁 老祖宗写

的袁老祖宗传下来的遥 叶庄子窑天运篇曳提到的野六经冶
就是今天看到的五经遥 宋元以后袁怀疑思潮泛起袁直
至清初袁很多资料得到系统的整理遥以阎若璩为代表

的一批重要学者发现袁像叶尚书曳这样的早期文献袁其
中有很多记载相互矛盾袁有必要进行清理袁甚至提出

质疑遥 19 世纪末袁疑古思潮甚嚣尘上袁与此前的疑古

之风遥相呼应遥 俄国汉学家王西里渊V援P援Vasiliev袁
1818-1900冤叶中国文学史纲要曳淤认为袁除叶诗经曳尧
叶春秋曳外袁现存先秦典籍多数是汉代产物袁甚至更

晚遥 梁启超叶中国历史研究法曳提出十二种辨伪的方

法袁也将很多先秦以来流传的典籍列入伪托之作遥类
似这样的观点袁左右学术界将近一个世纪遥

最近三十多年袁地不藏宝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

增多袁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袁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

承相当复杂袁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袁大多数站不住

脚遥而且袁更重要的是袁现在所有出土文献袁并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遥即便是甲骨文袁也只

是证明司马迁所见史料比较确切遥这充分说明袁中国

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品质遥
当然袁这只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一种形态袁其不确

定性尧可质疑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遥 譬如司马迁叶史
记曳的记载就常常自相矛盾袁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

说袁甚至可以这样说袁早期的历史文献袁很多像小说遥
这也容易理解遥 中国古代早期文献袁始于口头传播袁
经过漫长的流传袁最后被写定遥 在流传过程中袁口传

文献信息不断累积袁不断演变袁最终形成文本文献遥
叶汉书窑哀帝纪曳尧叶天文志曳尧叶五行志曳 都曾记载汉代

流传的野讹言行诏筹冶袁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遥 叶五行

志曳说院野哀帝建平四年正月袁民惊走袁持槁或棷一枚袁
传相付与袁曰行诏筹遥 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袁或被发

徒践袁或夜折关袁或逾墙入袁或乘车骑奔驰袁以置驿传

行袁经历郡国二十六袁至京师冶遥 其载体尧文字尧解读尧
影响不断变化袁说明一个文本文献袁从口传传播袁到
最后定型袁在这个过程中袁制造者尧接受者尧传播者尧
阐释者各不相同袁所产生的文本内容也就颇多差异遥

出现这种情形袁至少有主客观两重因素遥
从客观上说袁早期的历史袁口耳相传遥 历史的主

干为经袁比较粗略曰后人的阐释为传袁注重细节遥经与

传袁逐渐合流袁便形成历史遥 司马迁就是根据这些经

与传袁勾画出中国三千年发展的历史遥
从主观上说袁 任何历史都是人来书写的遥 有了

人袁便有不同的思想遥对于同一历史材料袁不同的人袁
便有不同的理解袁不同的处理遥平民历史学家写历史

是一种写法袁官方历史学家又是另外一种写法遥不论

是谁袁站在不同的立场袁对于史料就有不同的取舍袁
甚至是有意的遮蔽遥 这种现象袁无处不在遥 文化不高

的刘邦尧 相貌一般的朱元璋袁 都被历史学家描绘成

野隆准而龙颜冶尧野姿貌雄杰袁奇骨贯顶冶遥 至于他们的

劣迹袁则略而不记遥 秦汉对于历史著述尧诸子百家的

控制非常严密袁像叶史记曳这样还算比较公允的史书袁
东汉初年的汉明帝诏问班固袁却批评司马迁野微文刺

讥冶袁东汉末年的王允也视叶史记曳为野谤书冶袁禁止其

流传遥 所以蔡邕在江南看到王充叶论衡曳记载很多六

国以来的历史故事袁叹为异书遥
站在今天的立场推想袁 从战国末年列国的分分

合合袁到楚汉八年的血腥纷争袁这里该有多少惊天地

泣鬼神的历史故事浴可惜袁只有一部被刘邦认可的陆

贾的叶楚汉春秋曳残存于世袁它的精华部分已被叶史
记曳收录袁其他不计其数的历史文献已经烟消云散袁
以致后世没有产生一部类似于叶三国演义曳那样的历

史小说袁描绘楚汉纷争袁这真是一段历史的遗憾遥 显

然袁这是统治集团有意控制的结果遥 魏晋以后袁当权

者对于民间的掌控已力不从心袁 所以才会有三国故

事逐渐流传开来袁箭垛式的人物越来越丰满袁多以三

国故事为背景的讲唱文学逐渐成熟袁最终酝酿出叶三
国演义曳这样的历史小说登上文坛袁历史与小说从此

分道扬镳遥 历史似乎从此脱离小说袁俨然以公正尧真
实相标榜袁但在实际的历史叙述中袁如前所述袁由于

史家的立场的不同袁对于材料的取舍便大不同袁结论

可能大相径庭遥甚至在同一叙述者的著作中袁也常常

会有前后矛盾的记载遥 历史著述中的这些有意无意

的错误袁可以说随处可见遥 无意的错误可以理解袁由
于闻见有限袁根据一些主观臆测充实历史文本袁可能

与史实相违背遥 而有意的错误更是不在少数遥

渊二冤早期文献传播的理论问题

德国学者扬窑阿斯曼叶文化记忆曳从古埃及历史

研究中发现了这样有趣的问题袁 即一种文化形态的

建立袁通常经过野回忆文化冶尧野记忆文化冶尧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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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想象冶这三个过程[1]遥
第一个形态是野回忆文化冶形态遥 记忆不断经历

着重构遥从一定意义上讲袁社会思想无一例外都同时

是社会的回忆袁包含两个方向院向后和向前遥 记忆不

仅重构着过去袁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遥两者

互为条件袁相互依存遥一般来说袁传统终止尧社会记忆

消失后袁历史才开始遥
个人回忆包括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种院
交往记忆所包含的袁 是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

忆遥这是人们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遥当那些

将它实体化的承载者死亡之后袁 它便让位给一种新

的记忆遥 这种单纯依靠个体的保障和交往体验建立

起来的回忆空间袁按照叶圣经曳的观点袁可以在比如承

担某种罪责的三到四代人中延续遥 罗马历史学家塔

西佗曾在其关于公元 22 年的叶编年史曳中提到了最

后一批罗马共和国亲历者的故去遥 八十年是一个边

界值遥 它的一半袁即四十年袁似乎意味着一个重要门

槛遥 个人记忆之后袁便进入文化记忆遥 也就是那些掌

握了文化话语权的人开始介入历史遥
秦汉帝国体制的建立袁统治者则强化野文化认同

和政治想象冶袁这便进入了野文化记忆冶的第三种形

态遥
所有关于口述历史的研究都证实袁 即使在使用

文字的社会中袁 活生生的回忆至多也只能回溯到八

十年之前遥然后是那些由教科书尧纪念碑等所记载的

资料袁即通过官方传承下来的资料袁它们取代了起源

神话的位置遥 文化记忆始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其

传承遥这些人都掌握了渊关于文化记忆的冤知识遥他们

往往受命于当时的最高首领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遥
秦汉帝国统治者不光篡改过去袁 还试图修正未

来遥他们希望被后世忆起袁于是将自己的功绩镌刻在

纪念碑上袁并保证这些功绩被讲述尧歌颂尧在纪念碑

上称为不朽或者至少被归档记录遥柯马丁叶秦始皇石

刻要要要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曳袁以李斯所撰七篇石

刻文字为研究对象袁比较此前的青铜文字袁分析这些

文字所体现出来的仪式感与庄重感袁 用以彰显帝国

的威权[2]遥 这个结论很有意义袁很自然地会让我们想

到汉初唐山夫人叶安世房中歌曳十七章尧武帝时期司

马相如叶郊祀歌曳十九章等创作背景遥 武帝时期设立

乐府袁组织七十人团队演唱这些诗篇袁声势浩大遥 梁

代陆倕叶石阙铭曳尧叶新漏刻铭曳等作品袁甫一问世袁就
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好评遥这不是没有缘由的遥统
治者就是想以回溯的方式和文人学者的歌颂方式袁
不断地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袁 并以前瞻的方式让自己

变得不朽遥

渊三冤早期文献传播的想象问题

综上所述袁从口传到写本的转换过程中袁那些吟

游诗人尧祭司尧教师尧艺术家尧官员尧学者等充当着重

要的角色遥 他们传述历史袁有真实的依据袁也有合乎

情理的想象遥 这就与文学发生关系遥 可以说袁历史与

文学袁在早期的历史中袁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一样袁很
难分开遥

先说文学的想象遥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在

叶批评家的任务曳一书中指出袁通过阅读某些小说袁你
可以了解到成为阿根廷人是什么感觉袁 因为你可能

没有足够的钱或闲暇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遥可见袁想
象的财富倒是可以掩饰某种不足或贫乏的遥 这往往

是心理补偿的一种形式遥 对于浪漫主义思想来说亦

是如此袁 想象是一种从内心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力

量遥它本身没有立场袁只有无止境地投入或挪用他人

立场的能力袁并在掌握住这些立场的当下予以超越袁
这就是济慈所称的野负面才能冶遥 虽然它的价值不容

置疑袁 我却认为这个概念与殖民主义的出现这一史

实有关遥殖民者本身没有立场或身份认同袁他的立场

和身份简单地存在于参与所有其他人的身份认同的

时候袁甚至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他人遥因此美学中的这

个最无私尧 最慷慨的概念也可能带有某种被淹没的

暴力历史的痕迹于遥
同样是悲剧袁 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想象更有不

同遥 伊格尔顿将悲剧的想象归结为五个方面院
一是悲剧给人想象的空间袁 是因为感到优越感

和罪恶感遥
二是悲剧给人想象的空间袁是因为感到恐惧遥
三是悲剧给人想象的空间袁 是因为满足正义感

和对秩序的愤怒遥
四是悲剧给人想象的空间袁 是因为有施虐倾向

和道德良心遥 我们想看人受难袁这样袁通过伴随他们

一起受难袁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受虐袁但维持这种受虐

意味着要让他们继续受难遥 这是一种施虐行为遥
五是悲剧给人想象空间袁是因为有愉悦功能遥艺

术本身有愉悦人的功能袁不管怎样袁这也是快感的一

个隐晦的来源遥
再说历史的想象遥
康德叶人类历史起源臆测曳院野在历史叙述的过程

中袁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测袁这是完全

可以允许的曰 因为作为远因的前奏与作为影响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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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袁对我们之发掘中间的环节可以提供一条相当可靠

的线索袁使历史的过渡得以为人理解遥 冶[3]这也许正是

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袁对于古人应抱有野同情的理解冶遥
文学想象与历史想象的异同遥
科林伍德叶历史的观念曳说袁作为想象的作品袁历

史学家的作品和小说家的作品并没有不同遥 他们的

不同之处是袁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遥小说家只

有单纯的一项任务院要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尧一幅有

意义的画面遥历史学家则有双重的任务院他不仅必须

做到这一点袁而且还必须构造一幅事物的画面渊像是

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冤和事件的画面渊像是它们实际

发生的那样冤遥这就要求历史研究与叙述有自己的方

法与规则袁 而小说家或艺术家一般说来却不受它们

的约束[4]遥
用更通俗的话说袁文学的想象隐含在各种场面尧

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描写中遥 文学家的想象更多

地倾向于个人化遥 而历史的描绘不仅仅限于具体事

件尧宏大场景袁还要挖掘事件背后的原因遥 有他的政

治背景和文化背景袁政治权利介入其中袁带有集体记

忆的色彩遥诚如叶文化记忆曳一书所论袁记忆文化转向

了书写文化遥 早期的文化书写袁 受到文字载体的制

约袁通常以青铜尧石刻尧竹简等为主要书写形式遥 另

外袁 就是组织形式的仪式和节日用诗的仪式的展演

和集体成员的共同参与袁巩固成为一种集体的记忆遥
所以礼乐中国袁更多地与政治相关遥这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遥

渊四冤早期文献传播的各种可能

2014 年 9 月袁北京大学举办一次中美学者的双

边研讨会袁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提交了一篇叶我
怎样研习先秦文本曳袁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很有启发性

的见解袁 拓宽了我们对早期文献传播种种可能性的

理解遥综合各位的论述袁我想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

思考院
一是早期文献的来源非常复杂袁 所谓原始文献

的概念并不可靠遥 因为袁新发现的早期文本袁未必就

一定更真实尧更原始袁更好于传世文本遥 更不能简单

地用新发现的文本强制阐释现存文本尧 乃至否定现

存文本遥
二是早期文献的传播途径不一袁 就出现了文本

互文性渊intertextuality冤问题遥 所谓互文性袁即同一个

事件尧同一个故事袁在不同时期尧不同文体之间袁详略

不同遥 这种情形在秦汉以来的文献中司空见惯遥 叶吕
氏春秋曳尧叶淮南子曳尧叶列女传曳尧叶新序曳尧叶说苑曳袁乃至

叶西京杂记曳等几部文献所载同一事件袁其表述不同袁
譬如同样是王昭君尧毛延寿的故事袁笔记和诗文的记

载就各不相同遥
三是即便同一本书袁 里面的记载也可能前后矛

盾遥先秦诸子袁如叶商君书曳尧叶管子曳尧叶晏子春秋曳尧叶荀
子曳尧叶韩非子曳等袁集部文献如叶诗经曳尧叶楚辞曳等袁虽
多有作者冠名袁很难说是一个作者完成的遥它们很可

能是很多作者集合完成的作品遥 因此袁 对于早期文

献袁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某种思想就是作者的思想袁只
能是一个时代袁或者某一地区的思想遥

四是要特别注意在政治尧文化权力介入之后袁托
古改制袁 各种文献有可能被遮蔽乃至被篡改的可能

性遥 譬如早期的家学尧私学袁还有后来愈演愈烈的经

今尧古文学等袁为了争夺话语权而人为地制造各种所

谓历史文献遥两汉之际的谶纬文献袁多是这个时期制

造出来的遥
五是因为早期文献通常是口耳相传袁 人们接触

这些文本的渠道通常不是通过阅读袁而是通过聆听尧
观望来实现遥 因此袁我们对早期文献的口头传播尧表
演性质就应格外重视遥譬如早期的诗渊尤其是乐府冤尧
赋袁还有所谓街谈巷议尧道听途说的小说等袁多具有

表演性质遥 中国文学源自口头袁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

中袁 又与图像发生重要关联遥 周秦汉唐时期的所谓

野图书冶袁就包括野图像冶与野文字冶两部分曰如果只有文

字而没有图像袁则单称为野书冶遥 其中袁有关山川神怪

崇拜为内容的文献袁大多是野图冶与野书冶相结合袁如
叶山海经曳遥叶山海经曳本来配有野山海图冶袁叶山海经曳是
对野山海图冶的文字说明袁陶渊明诗中就有野流观山海

图冶这样的句子袁郭璞注中亦指出了叶山海经曳与叶山
海图曳图文并茂的特质遥

王逸叶楚辞章句曳指出袁屈原的叶天问曳原是因壁

画启发而创作出来的遥 联系当时楚国高度发展的建

筑和绘画艺术袁我们有理由相信袁王逸的解释并非空

穴来风遥战国时期类似屈原叶天问曳中的问天尧升天图

像袁是以各种形式广泛出现的袁比如 1949 年在长沙

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袁1973 年在长

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遥 前一幅表现

龙凤引导人的灵魂升天袁 后一幅则是人的灵魂乘龙

升天遥 相当奇特的是袁后图中乘龙的男子袁也是峨冠

博带袁颇似后人描摹中的屈原本身形象遥此画为战国

中期所作袁相当于屈原所处时期甚或更早遥
这便是中国早期文献在抄撰与流传过程中变得

异常复杂的深层次原因遥惟其如此袁其稳定性与可信

度的矛盾无处可在遥 显然袁对于历史的理解袁不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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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袁 也不能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

问题袁凡事都要具体分析遥这应当成为我们理性地对

待中国早期文献所应持守的基本原则遥

二尧从钞本文献到定本文献

渊一冤从竹简到纸张

早期文献进入文字记载以来袁 也经历着不同时

期的变化袁从青铜时代到简帛的书写袁从殷商到秦汉

之交袁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千多年遥战国到西汉时期的

学术文化袁主要是经野杀青冶后的竹简和丝帛记录下

来遥 1959 年武威出土汉简叶仪礼曳袁每枚简宽 1 厘米袁
长 54 厘米袁可以书写 60 到 80 字遥 一部叶史记曳五十

余万字袁得用十万枚竹简才能容纳来下遥 叶庄子曳曰院
惠施袁野其书五车袁其道舛驳冶遥古人说学富五车袁读书

广博的意思遥 叶史记窑滑稽列传曳载东方朔初入长安袁
至公车上书袁野凡用三千奏牍遥 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

书袁仅然能胜之遥 人主从上方读之袁止袁辄乙其处袁读
之二月乃尽遥 冶 可见那个时候纸张似乎还未广泛使

用遥 尽管如此袁在长安袁书店似乎已经出现袁至少袁书
籍作为流通之物已经出现遥叶汉书曳记载袁张安世曾随

同汉武帝巡视河东袁亡书三箧袁诏问莫能知袁唯张安

世识之袁具作其事遥后复购得书以相校袁无所遗失遥说
明当时已经有书籍流通袁但也仅限于少数精英之间遥

西汉后期袁 纸张出现袁 这种文化垄断逐渐被打

破遥 西汉时期已经有了纸张的实物[5]袁但显然还非常

稀少遥 宣帝时期著名文人路温舒曾用蒲为纸作为书

写工具遥叶初学记曳卷二十一野文部窑纸冶载院野古者以缣

帛袁依书长短袁随事截之袁名曰幡纸袁故其字从丝遥 贫

者无之袁或用蒲写书袁则路温舒截蒲是也冶盂遥 可见当

时尚无纸张的使用袁至少普通读书人还接触不到遥
东汉章帝(76-88)时袁纸张逐渐流行开来袁且与

简帛并用遥清水茂先生曾引叶后汉书窑郑范陈贾张传曳
中的一条材料说明东汉中期纸简并用的情形院野肃宗

立袁降意儒术袁特好叶古文尚书曳尧叶左氏传曳遥 建初元

年袁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尧南宫云台遥帝善逵说袁使发

出叶左氏传曳大义长于二传者遥 逵于是具条奏之曰院
耶臣谨摘出叶左氏曳三十事尤著明者袁斯皆君臣之正

义袁父子之纪纲遥 其馀同叶公羊曳者什有七八袁或文简

小异袁无害大体遥噎噎爷书奏袁帝嘉之袁赐布五百匹袁衣
一袭袁令逵自选叶公羊曳严尧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袁教
以叶左氏曳袁与简纸经传各一通遥 冶李注院野竹简及纸

也遥 冶榆叶初学记曳卷二十一引叶先贤行状曳曰院野延笃从

唐溪季受叶左传曳袁欲写本无纸遥 季以残笺纸与之遥 笃

以笺记纸不可写袁乃借本诵之遥 冶[6]这是东汉后期的

情形袁纸张还没有普及到民间袁但是袁如上引这条材

料袁官府已经常用遥 至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 年)
蔡伦发明的野蔡侯纸冶袁因见载于叶后汉书窑宦者传曳而
广为人知遥 当时已经出现了主管纸墨的官员遥 如叶后
汉书窑百官志曳院野守宫令一人袁六百石遥 本注曰院主御

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遥冶虞从时间上看袁与蔡

伦奏上野蔡侯纸冶大体相近遥
汉魏之交袁纸张逐渐流行遥 叶初学记曳又引野魏武

令曰院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袁常以月朔各进得失袁纸
书函封遥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遥冶[6]叶三国志窑魏书窑文

帝纪曳注引胡冲叶吴历曳曰院野帝以素书所著叶典论曳及
诗赋饷孙权袁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遥 冶[7]叶典论曳是曹

丕特别看重的独立撰写的著作袁故用纸张抄写袁作为

礼品赠送遥
西晋时期袁纸张还多用于野豪贵之家冶袁因为左思

叶三都赋曳问世后袁主要是他们野竞相抄写袁洛阳为之

纸贵遥 冶愚唐修叶晋书曳载袁陈寿死后袁朝廷野诏下河南

尹尧洛阳令袁就家写其书遥 冶[8]今天所能看到的叶三国

志曳最早写本就有东晋时期用黄纸抄写的袁显然是官

方本子舆遥东汉中后期袁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袁文人阅

读尧私人藏书尧著书尧佣书尧卖书也就不再是少数人的

专利遥
文人学者的阅读范围日益拓宽遥 他们有机会接

触到各类典籍袁既包括前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袁也包括

同时代的创作遥我们看叶汉书曳尧叶东观汉记曳尧叶后汉书曳
的传记袁那些传主自幼好学的记载比比皆是袁哪怕是

出身寒微的人袁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阅读书籍袁譬如

王充到书肆阅读袁匡衡穿壁引光读书袁就已成为熟典遥

渊二冤著述藏书之风

东汉以后的著述之风也甚嚣尘上遥 亳州曹氏父

子袁著述颇多遥 曹丕叶典论窑论文曳说院野盖文章经国之

大业袁不朽之盛事遥年寿有时而尽袁荣乐止乎其身遥二
者必至之常期袁未若文章之无穷遥冶徐幹著叶中论曳袁曹
丕以为成一家之言袁可为不朽遥他自己亲自组织编写

大型类书叶皇览曳野凡千餘篇遥 冶[7]兰陵萧氏父子袁亦潜

心著书遥 如萧衍组织当时一流学者编写叶通史曳余遥 萧

纲组织三十多人编纂叶法宝联璧曳三百卷俞遥萧统的著

述袁历来认为野皆出己裁袁不过百卷冶[9]袁萧绎著有叶金
楼子曳尧叶研神记曳尧叶晋仙传曳尧叶繁华传曳尧叶玉子诀曳尧
叶奇字曳尧叶辩林曳尧叶碑集曳尧叶食要曳尧叶谱曳尧叶补阙子曳尧
叶诗英曳等二十三帙共一百九十五卷遥 这些汉魏六朝

的著书情况袁叶隋书窑经籍志曳有详尽的记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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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著述之风相关联的就是藏书之盛遥秦汉以来袁
长安尧洛阳成立了很多藏书机构遥 东汉后期袁董卓叛

乱时袁迁都长安袁野自辟雍尧东观尧兰台尧石室尧宣明尧鸿
都诸藏典策文章袁竞共剖散袁其缣帛图书 袁大则连为

帷盖袁小乃制为縢囊遥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袁裁七十馀

乘袁道路艰远袁复弃其半矣遥 从长安之乱袁一时焚荡袁
莫不泯尽焉冶逾遥官方藏书袁多有记载袁自不必多说遥私
人藏书袁也多有记载遥如蔡邕的万卷藏书袁见载于叶后
汉书窑列女窑蔡琰传曳尧叶三国志窑王卫二刘傅传曳 等文

献袁其中蔡邕送给女儿蔡文姬的就有野四千许卷冶袁还
有叶博物志曳卷六所记载的袁野蔡邕有书万卷袁汉末年

载数车与王粲遥 冶輥輯訛张华藏书三十乘之多袁也见于叶晋
书窑张华传曳记载遥 任昉于野坟籍无所不见袁家虽贫袁
聚书至万余卷袁率多异本遥 昉卒后袁高祖使学士贺纵

共沈约勘其书目袁官所无者袁就昉家取之冶[10]遥 沈约

野好坟籍袁聚书至二万卷袁京师莫比冶[10]遥 阮孝绪隐居锺

山袁著书二百五十余卷袁其中叶七录曳最为著名遥
六朝以来袁寺院藏书亦丰遥如刘勰居定林寺撰著

野弥纶古今冶的叶文心雕龙曳遥 僧佑也主要根据定林寺

的藏书著叶出三藏记集曳及叶弘明集曳袁这是现存最早

的佛教目录及论文集遥 又惠皎编著的叶高僧传曳为现

存最早的高僧传记遥至于道观的藏书亦复不少遥陆修

静整理众经袁制定新论袁多得益于寺院道观藏书袁成
为道教史中划时代的历史人物遥翻检叶高僧传曳及叶续
高僧传曳袁几乎所有著名的高僧都有论著流传遥 许多

寺院远离京城袁那些高僧撰写论著袁倘若寺院里没有

丰富的藏书是很难想象的遥
随着著述尧藏书的普及袁图书出版业也出现了萌

芽遥这就是职业抄手和书肆的出现遥如班超随母至洛

阳袁野家贫袁常为官佣书以供养遥 冶輥輰訛江南人王充野家贫

无书袁常游洛阳市肆袁阅所卖书遥 冶輥輱訛阚泽野家世农夫袁
至泽好学袁居贫无资袁常为人佣书袁以供纸笔袁所写既

毕袁诵读亦遍遥 冶輥輲訛说明汉魏时期袁都城已经有卖书的

专门场所袁也有职业抄手遥 文人求学读书袁较之匡衡

时代袁似乎更加便利遥
纸张的推广应用袁 对社会文化带来的另一重要

影响袁就是催生了一批以纸张为材料擅长写野帖冶的
书法家遥汉灵帝光和元年袁擅长书法者被任为鸿都门

生袁高第者升至郡守袁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重视书法

的风气遥从东汉末年至两晋袁中国古代书法出现了它

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1]遥

渊三冤学术的转型

更重要的是袁纸张的发明与流行袁直接促使了当

时学术文化的转型遥 对此袁我在叶纸张的广泛应用与

汉魏经学的兴衰曳一文中有比较充分的论述袁认为秦

火之后袁 汉初学术主要是通过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

式加以传承遥 这在叶汉书窑儒林传曳有明确的记载遥 从

现存的资料看袁经学家们所依据的五经文本袁似乎差

别不是很大袁关键在一字差别之间如何解说遥西汉时

期袁今文经学占据着官方统治的地位袁但是他们各执

一端袁解说往往差异很大遥在没有大量简帛书籍传播

知识的情况下袁弟子们对老师的师法尧家法只能全盘

照搬而别无选择遥 谨守师法袁努力保持原样袁就成为

当时经生们所追求的目标遥因此袁师法与家法对于汉

代学术而言袁与其说是限制袁不如说是经生们的自觉

追求遥各派之间要想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袁就以家法

与师法的传承作为依据来证明自己渊源有自遥显然袁
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袁更是政治话语权的问题遥这当

然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范围[12]遥
随着社会的稳定袁民间藏书也陆续出现遥这样就

形成了不同的文本袁今文经学尧古文经学由此分野遥
如果仅仅限于学术层面袁 经学的纷争也许不会有后

来那样的影响遥 问题是袁武帝以后袁儒家学说被确定

为主流意识形态袁而今文经学则被立于学官袁为官方

所认可遥为了维护这种学术霸主地位袁今文经学自然

通过各种方式打压古文经学的发展空间遥西汉末叶袁
古文经学逐渐壮大袁今尧古文经学之间开始形成对垒

态势袁但此时的古文经学毕竟还处下风遥
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袁 对于学术文化的直接影

响袁就是促使今尧古文经学的地位逆转遥 由于有众多

文献可作比勘袁 今文经学支离其文尧 断章取义的做

法袁也就逐渐失去其神圣的光环遥 在比较中袁学者们

逐渐感觉到今文经学中那种天人感应之说的虚妄袁
逐渐把他们的视野从朝廷转向民间袁 倾向于实事求

是的古文经学遥于是袁不同于以往的学术思潮浮现出

来袁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一股离经叛道的潮流袁或者说

是异端思潮遥从两汉之际的桓谭叶新论曳袁到东汉中后

期的王充叶论衡曳尧王符叶潜夫论曳以及仲长统叶昌言曳
等袁无不如此遥如果我们细心梳理这些著作的资料来

源袁就会发现袁有很多资料不见于今天存世的五经或

者正史袁或采自其他史籍遥 据此袁他们还可以对神圣

经典及其传说提出质疑袁匡惑正谬遥这正说明当时的

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遥而在先秦袁这种情形

是很难见到的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马融尧郑玄才有可能汇集

众籍尧 修旧起废袁 完成汉代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工

作遥当所谓蔡伦纸发明的时候袁一代文豪马融已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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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尧六岁遥 叶艺文类聚曳卷三十一记载他的叶与窦伯

向书曳袁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书信往来时用纸写字的情

况院野孟陵奴来袁赐书袁见手迹袁欢喜何量袁次于面也遥
书虽两纸袁纸八行袁行七字袁七八五十六字袁百一十二

言耳遥 冶[13]尽管这封书信的确切年代尚待考订袁但是

马融的时代袁 纸张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且有所推

广遥 马融注释群经袁我们有理由相信袁他所使用的应

当是纸张遥 马融出身于外戚家族袁 有钱有势又有学

问遥可以肯定的是袁这个时候的马融所看到的儒学经

典就已经不限于今文经学了遥郑玄自幼就博览群书袁
遂成通人袁与老师马融一样遍注群经遥他们注释群经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袁就是以古文经学为核心袁又融入

多家经说遥 特别是郑玄的经注袁不仅包含今古文经袁
还广泛涉及东汉以来盛行的谶纬之学以及当时新兴

的道家学说等袁统铸镕汇袁不拘一格袁成为当时一大

文化景观遥
马尧 郑的经学注释工作极大地加速了今古文经

学的融合进程袁今文经学的权威地位得以动摇袁逐渐

走向衰微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袁而古文经学悄然从民

间兴起袁逐渐走向学术文化的中心位置遥晋代所立博

士袁与汉代十四博士已无传承关系袁似乎标志着今文

经学所引以为自豪的师法传统走向终结遥

三尧从定本文献到经典文献

东汉后期到唐代雕版印刷出现之前这个历史时

期袁也就是所谓钞本的时代袁集注前代著作袁成为非

常时髦的学问遥叶三国志曳裴松之注尧叶世说新语曳刘孝

标注尧叶水经曳郦道元注尧叶汉书曳颜师古注尧叶后汉书曳
李贤注尧叶文选曳李善注尧叶史记曳三家注等等袁可见这

个时期袁文献尚未定型袁各家之说纷呈遥
雕版印刷发明之后袁书籍成倍增长袁取阅容易遥

尤其是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袁 同时代

的沈括叶梦溪笔谈曳及时记录下来袁说这种印刷如果

仅仅印三两份文字袁未必占有优势曰如果印上千份袁
就非常神速了遥 一般用两块版袁用一块印刷时袁在另

外一块上排字袁一版印完袁另一版已经排好字袁就这

样轮番进行袁真是革命性的发明遥 书多了袁人们反而

不再愿意精读袁或者说没有心思精读了遥读书方式发

生变化袁作学问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遥就像纸张

发明之后袁 过去为少数人垄断的学术文化迅速为大

众所熟知袁信口雌黄尧大讲天人合一的今文经学由此

败落遥 而雕版印刷术尧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袁也
具有这种颠覆性的能量遥 朱熹说院野汉时诸儒以经相

授者袁只是暗诵袁所以记得牢遥 冶但随着书籍的普及袁
过去那些靠卖弄学问而发迹的人逐渐失去读者袁也
就失去了影响力遥 野文字印本多袁人不著心读冶遥 人们

也不再迷信权威袁而更多地强调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遥
宋人逐渐崇尚心解袁强调性理之学遥 如何达到心解袁
途径不同遥朱熹认为人需要通过读书治经袁从圣人言

论中发掘天理深意袁而陆九渊则主张天理自在人心袁
无须外求袁 故曰 野古圣相传只此心冶遥 淳熙二年

渊1175冤袁吕祖谦约请朱熹和陆九渊尧陆九龄兄弟会于

鹅湖寺遥陆九渊作诗院野简易工夫终久大袁支离事业竟

浮沉遥冶三年后朱熹叶鹅湖寺和陆子寿曳院野旧学商量加

邃密袁新知培养转深沉遥 只愁说到无言处袁不信人间

有古今遥 冶就是针对陆九渊而言遥 当然参加这次聚会

的朱亨道总结说院野鹅湖之会袁论及教人袁元晦之意欲

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袁 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

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遥 冶总的说来袁陆氏兄弟处于主动

一方袁论辩有力袁而朱熹则被动防御袁辩解无力遥这种

学风的变化固然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袁 同时也

与这种文字载体的变化密切相关遥
朱熹的最大愿望袁 就是对前代重要作品重新阐

释袁强化其经典地位遥 他的叶诗集传曳尧叶楚辞集注曳尧
叶周易本义曳等袁就是这种尝试遥 不仅如此袁他还到处

讲学袁弘扬经典遥 一部二百多万字的叶朱子语录曳袁就
是他这种殚精竭虑的著作遥

今天袁我们又面临着这种学术文化的转型遥
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袁不管你愿意与否袁我们都

要经历一个从纸质文本向电子文献逐渐转化的历史

阶段遥在纸质文化时代袁文化话语权还主要掌握在少

数所谓文化精英手中遥 而今袁随着网络的普及袁这种

文化特权被迅速瓦解袁 大众也可以通过网络分享部

分话语权力遥因此袁他们不再愿意听从那些所谓精英

们的野启蒙冶与教诲袁而是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遥
网络文化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纸质文化遥 美国

哈罗德窑布鲁姆著袁江宁康译叶西方正典曳中文版序介

绍说袁2002 年袁美国曾举办一场野电子书籍冶研讨会袁
有学者幽默地把这次研讨会界定为 野下载或死亡冶
渊Download or Die! 冤遥 这个论断是否符合实际姑且

不论袁一个基本事实是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文化转

型已经势不可挡[14]遥
朱熹面临的问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院当今时代袁

如何看待经典袁如何阅读经典袁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

老话题尧新问题輥輳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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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研究钞本时代经典
文献的基本途径

渊一冤文献整理是基础

这句话任何人都会说袁只要下苦功夫袁也不难做

到遥 到目前为止袁文献整理袁尤其是大规模的集成性

的文献整理袁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遥 我在叶续修

四库全书补编曳一文中袁从八个方面论证了编纂叶续
修四库全书补编曳的设想輥輴訛遥 另外袁结合自己从事的

叶文选旧注辑存曳谈到这个问题的甘苦遥 我们从事文

献整理工作袁最引以为自豪的袁就是原始整理文献的

客观性輥輵訛遥 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袁并
且指出袁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袁而在历史

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尧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袁
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遥

渊二冤理论探索是目标

梁启超说袁广义的历史学袁就是文献学遥 不论是

历史学袁还是文献学袁都与历史文献有关袁有没有理

论问题钥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遥 我曾在叶段玉裁卷入的

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曳渊叶文史知识曳2010 年第 7 期冤
一文指出袁段玉裁与顾千里之争的背后袁就是学术理

念问题袁或者更根本一点说袁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

问题遥
科林伍德叶历史的观念曳认为袁史料不是史学袁史

学是要建筑一座大厦袁 而史料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

砖瓦曰 建筑材料无论有多么多袁 都是为了建筑物本

身遥史实的堆积和史料的考证袁充其量也只是一部流

水帐遥 要了解这部流水账的意义袁则有赖于思想遥 只

有通过思想袁 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

中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遥 只有透过物质的遗迹

步入精神生活的堂奥袁才能产生珍贵的史学輥輶訛遥
通常来说袁大多数历史学家尧文学史家都赞同研

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材料的整理袁 还要关注材料背后

所折射出来的思想意识尧历史规律遥
这便又分为两派院
一是重点关注思想意识遥柯林武德认为袁历史科

学和自然科学同属科学袁因而都基于事实曰但作为两

者对象的事实袁其性质却大不相同遥他说院野一切科学

都基于事实遥 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实验所肯定

的自然事实曰 心灵科学则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

事实遥 冶两者的不同就在于袁野对科学来说袁自然永远

仅仅是现象冶袁野但历史事件却并非仅仅是现象尧仅仅

是观察的对象袁 而是要求史学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

出其中的思想来遥 冶[4]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袁它的背

后并没有思想袁历史现象则不仅仅是现象袁它的背后

还有思想遥 而思想者袁是更重要的遥 每一桩历史事件

都是人的产物袁是人的思想的产物遥 所以袁不通过人

的思想就无由加以理解或说明遥要了解前人袁最重要

的就是要了解前人的想法袁 只有了解了历史事实背

后的思想袁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历史遥
二是核心探索历史规律遥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认为袁人类的历史经历着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袁
推动这种变革是背后的经济因素遥 从这样的观点出

发袁历史的发展有其不可否定的历史规律性遥美国著

名历史学家詹姆斯窑哈威窑鲁滨孙叶新史学曳也认为袁
历史的范围非常之大袁历史的功效袁主要是为了了解

我们自己以及人类的问题和前景遥野历史可以满足我

们的幻想袁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袁也
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遥 噎噎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

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袁 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我们自己尧 我们的同类袁 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

景遥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袁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

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遥 冶[15]而英国学

者波普尔则反对这种经典看法遥他认为院知识的增长

不能预测袁人类历史的未来也无法预测遥举凡历史的

确定性尧社会发展规律袁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遥

渊三冤中西方学者学术方法的异同

强调文献积累研究袁注重思想文化阐释袁两大派

别遥 不仅如此袁其实还有一种更大的差异袁即中西方

学者在学术方法尧学术理念方面袁也存在着比较明显

的不同遥
1.演绎推理与归纳整理院西方学者通过演绎推

理的方式袁用细节去重构历史曰中国学者通过归纳整

理的方式袁从整体去印证历史遥 更重要的是袁中国学

术界对于秦汉以来的学术传承非常重视袁 但是又受

到制约袁将他们的记载当作不容置疑的野凭证冶袁在他

们记载的基础上研究历史遥
2.批评态度与尊崇心理院西方学者首先是批评袁

从否定开始曰中国学者首先是尊崇袁从理解开始遥 理

解是因为相信袁所以才有同情的理解遥
3.问题意识与专业意识院西方学者没有狭隘的

专业意识袁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曰中国学者有着

强烈的专业情怀遥
4.探索精神与实用主义院西方学者重在探索的

乐趣曰而中国学者则更重在实用主义袁如学位体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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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体等遥主流意识则强调现实关怀袁对于那些琐碎的

问题不屑一顾袁视之为裹脚布式的研究遥
我想在各种差异上最大限度地寻求某种共识袁

而文本细读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遥

渊四冤文本细读是途径

中西方都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遥 上世纪英美

新批评派把文本细读渊close readings冤作为一种理论

主张提出来袁 强调以语义分析作为诗歌批评的最基

本方法袁意在摒弃空洞的文学外部研究袁要求回归文

本并立足文本袁影响颇大遥中国文学研究界向来重视

文本的细读袁强调细读的前提是要校订异同尧寔正文

字袁获取较为可靠的文本遥 王鸣盛叶十七史商榷序曳
说:野欲读书必先精校书遥 校之未精而遽读袁恐读亦多

误矣遥 冶[16]对于细读的理解袁中西方确实还有不少差

异遥 但求同存异袁我们欣喜地看到袁当代研究确已突

破了长期以来围绕着理论探讨和文献考订孰轻孰重

的无谓争执袁都强调了文本细读的重要性遥文本细读

需要有文献的强大支撑遥而细读的目的袁还是为了解

读文本背后的深邃思想遥 在这里袁文本细读尧文献考

订尧理论思索袁三者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袁这袁或许也

可以成为当代唐前文献研究界的基本共识遥
渊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第 67 讲的演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袁特此说明遥 冤

注院
淤 叶中国文学史纲要曳袁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 1880 年出版遥圣

彼得堡大学国立孔子学院 2013 年重新排印出版袁中俄文

对照出版遥
于 叶批评家的任务要要要与特里窑伊格尔顿的对话曳袁渊英冤特里窑

伊格尔顿回答曰马修窑博蒙特提问袁王杰尧贾洁译遥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版遥
盂 见叶初学记曳卷二十一野文部窑纸冶袁中华书局 1962 年版袁第

516 页遥
榆 叶后汉书曳卷三十六袁中华书局 1965 年版袁第 1236-1239

页遥
虞 叶后汉书窑百官志曳院野守宫令一人袁六百石遥 本注曰院主御纸

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遥 冶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袁第
3592 页遥

愚 当时纸张在民间应该还没有广泛使用袁叶后汉书窑列女传曳
记载蔡琰应曹操之召而著书袁自称野乞给纸笔冶袁也可以说

明这个问题遥
舆 叶太平御览曳卷六茵五引桓玄院野古无纸袁故用简袁非主于敬

也遥今诸用简者袁皆以黄纸代之冶遥中华书局 1960 年版袁第
2724 页遥按叶旧唐书窑高宗下曳院野戊午袁敕制比用白纸袁多为

虫蠹袁今后尚书省下诸司尧州尧县袁宜并用黄纸遥 爷冶中华书

局 1975 年版袁第 101 页遥 叶云仙散录曳卷九野黄纸写敕冶条
载院野贞观中袁太宗诏用麻纸写敕诏遥 高宗以白纸多虫蛀袁
尚书省颁下州县袁并用黄纸遥 冶中华书局 1998 年版袁第 119
页遥 这说明黄纸不易为虫蠹遥

余 唐姚思廉院叶梁书窑武帝纪曳载院野又造叶通史曳袁躬制赞序袁凡
六百卷冶遥 渊 卷三袁第一册袁第 96 页袁北京院中华书局袁1973
年版遥 冤唐魏徵等院叶隋书窑经籍志曳亦著录院野叶通史曳四百八

十卷袁梁武帝撰遥 起三皇袁迄梁遥 冶渊卷三十三袁第四册袁第
956 页袁北京院中华书局袁1973 年版遥 冤又唐姚思廉院叶梁书窑
萧子显传曳载梁武帝语院野我造叶通史曳袁此书若成袁众史可

废遥 冶渊卷三十五袁第二册袁第 511 页冤而据唐姚思廉院叶梁
书窑吴均传曳院野寻有敕召见袁使撰叶通史曳袁起三皇袁讫齐代袁
均草本纪尧世家袁功已毕袁唯列传未就遥 冶渊卷四十九袁第三

册袁第 699 页冤说明吴均是主要撰者遥 又唐姚思廉院叶梁书窑
简文帝纪曳载院野所著叶昭明太子传曳五卷袁叶诸王传曳三十

卷袁叶礼大义曳二十卷袁叶老子义曳二十卷袁叶庄子义曳二十卷袁
叶长春义记曳一百卷袁叶法宝联璧曳三百卷袁并行于世焉遥 冶
渊卷四袁 第一册袁 第 109 页冤 而据唐李延寿院叶南史窑陆罩

传曳院野初袁简文在雍州袁撰叶法宝联璧曳袁罩与群贤袁并抄掇

区分者数岁遥 中大通六年而书成袁命湘东王为序遥 其作者

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袁以比王象尧刘邵

之叶皇览曳焉遥 冶渊卷四十八袁第四册袁第 1205 页袁北京院中华

书局袁1975 年版遥 冤湘东王之序仍见载于叶广弘明集曳中袁文
后明确列出了编者的全部姓名遥 又据唐李延寿院叶南史窑许

懋传曳载院野皇太子召与诸儒录叶长春义记曳冶袁渊卷五十袁第
四册袁第 1487 页冤说明叶长春义记曳亦非萧纲所撰遥 又据萧

绎叶金楼子窑著述篇曳载袁萧绎的许多著作也出自门下之

手遥
俞 梁萧纲院叶法宝联璧序曳袁 载唐释道宣撰院叶广弘明集曳 卷二

十袁第 250要251 页袁上海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袁 1991 年版遥
逾 叶汉书窑儒林传序曳遥
輥輯訛 参见刘跃进叶蔡邕行年考曳叶蔡邕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变

迁曳等文袁载叶秦汉文学论丛曳袁凤凰出版社 2008 年出版遥
輥輰訛 叶后汉书窑班超传曳袁中华书局 1965 年版袁第 1571 页遥
輥輱訛 叶后汉书曳卷四十九袁中华书局 1965 年版袁第 1629 页遥
輥輲訛 叶三国志窑吴书窑阚泽传曳袁中华书局 1982 年版袁第 1249

页遥
輥輳訛 我在叶人民政协报曳2012 年 2 月 20 日发表叶走近经典的途

径曳对此有所论述遥 叶新华文摘曳2012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袁
可以参看遥

輥輴訛 参见拙文叶<续修四库全书补编>刍议曳袁叶古籍整理出版情

况简报曳2003 年 4 期渊总 386 期冤遥
輥輵訛 参见拙文叶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曳袁叶中国典籍与文

化曳2012 年第 1 期遥
輥輶訛 何兆武叶历史的观点曳译者序遥 该书为英国学者柯林武德

著袁何兆武尧张文杰译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袁
第 23 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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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Theoretical Issues about Literature Studies
before Tang Dynasty

LIU Yue-j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Most remaining early ancient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s can be dated back to before Tang
Dynasty. These literatures have a long history, passing down from oral tradition to written versions, then from hand-
copied versions to final versions, and finally becoming classics. Inevitably some variations might occur during this
process so that the remaining classical literatures are from complex sources and there exist different opinions on
author issues.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s have had in-depth and heated discussion on these complicated issues
and heretofore they have never stopped. At present, early Chinese hand-copied literatures once again become a hot
topic which involves a lot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is worthy of attention.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mbs through the spread of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s. Then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conception, it explores the basic approaches of studying hand-copied literatures: equal stress shall be laid
on the three approaches of intensive textual reading, textual examination,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It is expected
this will trigger a heated discussion among academics and a basic consensus will be formed on this issue.

Key words: hand -copied version age; literary classics; historical conception; intensive textual reading;
textu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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