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贵彬

《文献学导论》的特色
摘要　《文献学导论》一书有三个特色 :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知识于一体 ;文献学基础理

论与文献实用知识相结合 ;文献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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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 ,南京大学倪波教授主编了《文献学概

论》一书。该书通过对文献和文献工作的探讨 ,力求

勾勒出一个不局限于以目录、版本和校雠为核心的

新的文献学科学体系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为了反映近年来文献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倪波

教授与张志强教授在原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结合

最新的科研成果 ,共同主编了《文献学导论》一书。

该书融古代与现代文献学知识于一体 ,将文献学基

础理论知识与文献实用知识有机结合 ,丰富、发展了

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为文献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1 　融古典文献学知识与现代文献学知识于一体 ,全

面系统地介绍文献学知识

文献学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古典文

献学主要研究古代典籍的整理工作 ,侧重于文献的

目录、版本和校雠等内容 ,从整体上来看 ,偏重于微

观层面的工作。现代文献学是在前者的研究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侧重于对文献的收集、分类、交流和利

用等内容的研究 ,从整体上看 ,更偏重于宏观问题的

研究和把握。但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之间没有

不可逾越的鸿沟 ,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是继承与发展

的关系。如果没有古典文献学知识 ,就不可能很好

地掌握文献学的发展脉络 ,不可能真正掌握现代文

献学知识。

《文献学导论》一书很好地体现了上述思想 ,这是

其第一个特色。该书在介绍文献学知识时 ,没有将古

典文献学知识与现代文献学知识截然分开 ,而是力求

将它们融为一体 ,体现出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

系 ,使读者对文献学知识有全面系统的把握。

从全书的内容看 ,该书不但对古籍的结构、类型

和整理等内容做了详细介绍 ,而且还对现代文献学的

知识 ,如文献交流及其规律、文献工作标准化与现代

化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对现代文献学

最新研究成果 ,如因特网上文献等内容的介绍 ,使全

书充满了时代特征。

从章节的内容看 ,作者也是力求将古典文献学

知识与现代文献学知识结合起来进行介绍的。例

如 ,在“纸质文献的结构”一节中 ,作者从古籍的结构

开始介绍 ,使读者对古籍的版式结构、装帧形式、书

册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 ,再讲述现代图

书的结构 ,让读者了解现代图书与古代图书在结构

上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这样 ,就为读者勾勒出了一

幅完整的纸质文献结构发展的图画 ,使读者对纸质

文献的结构有了全面的了解。

2 　文献学基础理论知识与文献实用知识相结合 ,重

视对文献利用的指导

文献学基础理论知识是对文献及文献工作研究

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在长期的文献工作实践中 ,人

们总结出有关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丰富

知识 ,对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

导作用。同时 ,文献学又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

通过文献学的学习 ,读者应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文

献 ,以指导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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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只有这样 ,文献学才能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文献学导论》将文献学基础理论知识与实用知
识有机结合 ,重视对文献利用的指导 ,这是其第二个
特色。该书对文献的分类、社会功能、文献交流及其
规律、文献工作标准化与现代化等文献学的基本理
论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认
识学习文献学的作用与意义。同时 ,为了体现文献
学的实践性及《文献学导论》一书的写作初衷 ,即对
读者进行文献利用的指导 ,使读者通过阅读全书后 ,

能够顺利利用文献 ,作者非常注重实用性较强的文
献学知识的介绍 ,重视对文献利用的指导。例如 ,在
“文献服务”一章中 ,作者专门设立了“文献利用指
南”一节 ,对图书馆目录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技巧做了
充分的介绍。在这一节中 ,为了指导读者更好地查
找和使用因特网上的文献资源 ,作者还对因特网上
文献的主要类型、因特网上文献的查找工具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再比如 ,在“文献生产”一章中 ,

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非法出版活动与非法
出版物进行了探讨 ,向读者详细介绍了非法出版活
动和非法出版物的定义、非法出版活动的特征、非法
出版物的主要类型、非法出版物的认定和取缔等内
容 ,特别是对有关如何识别非法出版物知识的介绍 ,

对于读者识别非法出版物 ,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3 　文献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相结合 ,丰富和发展了
文献学研究内容

我国的文献学研究 ,已经从侧重于以对古代文
献的目录、版本和校雠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文献学 ,发
展到以对文献的收集、分类、交流和利用等为主要研
究内容的现代文献学。这说明 ,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献学只有不断丰富和发
展其研究内容 ,才能长盛不衰。

《文献学导论》一书对文献学研究内容进行了较
大的丰富和发展 ,这是该书的第三个特点 ,也是其创
新性的体现。作者以文献及文献工作作为文献学的

研究对象 ,根据文献工作发展的实际 ,对文献学的研
究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该书对文献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体
现在对文献学原有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化上。随着计
算机技术、光盘技术等高科技成果在文献学工作中
的应用 ,新型文献载体不断出现。因此 ,对于文献载
体的研究 ,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传统的简牍、缣帛和
纸张的研究 ,还要对磁、光、电等载体进行研究 ,不断
深化研究内容。《文献学导论》不仅对传统文献载体
进行了介绍 ,而且对常见的新型文献载体 ,如感光膜
载体、磁膜载体、光盘和电子纸等进行了介绍 ,使有
关文献载体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

该书对文献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还体现
在作者根据文献工作发展的实际 ,扩展文献学的研
究内容、创造性地将非法出版活动及非法出版物、文
献评价等内容纳入文献学研究的领域。非法出版活
动是文献生产活动中的一股逆流。随着出版技术的
不断提高 ,非法出版物的数量越来越多 ,对文献收藏
和利用等工作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如果不对非法出
版活动加以研究 ,将严重危害文献工作的发展。因
此 ,将对非法出版活动和非法出版物纳入文献学研
究领域是有其道理的。与此相类似 ,将文献评价工
作纳入文献学的研究领域 ,也是与文献工作发展的
实际相适应的。《文献学导论》一书对这些内容做了
深入的研究 ,这是其它文献学著作所没有涉及的 ,对
丰富和发展文献学研究内容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当然 ,作为一本颇具新意的文献学著作 ,不足也是
难免的。由于该书在写作时比较注重实用性 ,因而全书
对某些文献学基本理论问题的阐述还稍显不足。另外 ,

虽然主编在全书的加工、润色和修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 ,但由于该书是多人分工写作 ,因而全书的体例仍
不是十分统一 ,有些章节的论述仍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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