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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雠通义通解》是王重民教授研究中国目录学的

力作之一

王重民教授在《校雠通义通解》[1 ]序言中称 :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我国古典目录学专

著中最重要的一部 ,它对于我国近百年来的目

录学方法、理论一直发生着很大的影响 [2 ] 。

王重民教授对《校雠通义》的学科性质作如此定

位 ,意味着他将以目录学的观点来诠释《校雠通义》

的丰富内容。

《校雠通义》清章学诚著 ,原稿共四卷 ,后来第四

卷遗失 ,现存《内篇》三卷。《章氏遗书》刻本除了《内

篇》三卷之外 ,另辑有《外篇》一卷 ,仍共四卷。王重

民教授认为 :

《外篇》所载的二十一篇论文与《内篇》的关

系不大 ,所以我把它删去 ,另代以附录一卷 [3 ] 。

王重民先生选编的“附录”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

章学诚目录论文选 ,包括《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和

州志艺文书辑略》,《论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

和《史籍考总目》等有关目录学方法论文五篇 ;一是

《章学诚大事年表》,专辑有关章学诚学术研究和目

录工作活动的资料。

王重民先生从目录学的观点出发 ,以“附录”替

代《外篇》是一个进步 ,这样可以使《内篇》与“附录”

的内容相辅相成 ,在目录学的体系中浑成一体。所

以我们不妨把《校雠通义通解》本看成是《校雠通义》

的一个新编版本。

王重民先生作《校雠通义通解》的目的是很明确

的 ,他说 :

我为这部目录学古典专著作通解的目的 ,

就是想为图书目录工作者和学习古典目录学的

人提供一部通解式的读本 ,极力用现在的语言 ,

解说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所讨论的目录学方

法 ,理论[4 ] 。

“通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我们可以把通

解理解成一种写作方式 ,通过按语“随文释义”是王重

民先生运用这种方式的显著特点。我们也可以认定

通解是一种方法体系 ,它综合许多方法而成。首先是

解说 ,多用来叙述章学诚目录学观点 ;其次是考释 ,常

用为有关学术源流的溯源与考证 ;再次为校注 ,解释

艰深的文字和典故 ,校勘和注释有问题、有错误的人

名、书名等 ;最后还有评论 ,是作者对章学诚某些问题

的立论表明自己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看 ,《校雠通

义通解》不仅为“图书目录工作者和学习古典目录学

的人提供一部通解式的读本”,同时也是王重民先生

通过它来表达对中国目录学史上某些主要人物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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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目录学专著 ,其中主要对章学诚和《校雠通 义》的评价 ,以及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史发展的认识。

　　关于《校雠通义》的内容结构 ,王重民先生这样

分析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讨论《汉书·艺文志》的。卷

一的九章都是通论性质 ,《补校汉艺文志》第十开始

到《汉志方技》第十八各章都是对《汉书·艺文志》的

专门评论。

卷一的九章虽然讲的是目录学的方法、理论问

题 ,但王重民先生认为它们之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

同 :

这一章 (指《补郑》第六) 和下面《校雠条理》

与《藏书》两章 ,是论采补遗书和校书、藏书三个

问题。所以这一卷 ,前五章是论目录学的方法

理论问题 ;后三章虽说仍然是对历代封建政府

校书、编目和藏书的传统问题而发的 ,但所讨论

的问题和论点已经很不相同 [5 ] 。

言外之意 ,其所指的后三章不能列入“目录学的

方法理论”,可见先生对目录学方法理论的规定是有

一定的标准的。他还认为《著录残逸》第八立论基本

错误 ,“应删”,虽然《校雠通义通解》中还保留着这一章

的文字 ,但已没有把它算作《补郑》第六之后的一章了。

以上所述的结构体系 ,同时也可看作是《校雠通

义》的知识框架 ,其中的主要内容有“六经皆史”与“道

器”、“原道”与“宗刘”、“互著”与“别裁”等三大方面。

2 　“六经皆史”和“道器”学说是章学诚目录学理论和

方法的基础

王重民先生把“六经皆史”和“道器”学说提到章

学诚目录学理论和方法基础的高度。

“道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基本范畴。人们

通常理解为“道”是无形象的 ,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 ;

“器”是有形象的 ,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 ,“道”和“器”

都可以视为抽象名词 ,可以说明和代表任何理论与事

物 ,王先生联系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断 ,认为章学诚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掌故”、“六经皆器”的

解释 ,其中“政典”、“掌故”和“器”都是史 ,亦即都是图

书资料 ,一种记载人类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工具。人们

阅读和利用所得到的知识和理论就是“道”。这样“道”

和“器”就可以用来解释图书资料、学术研究和目录的

关系 ,或者说图书资料、学术研究和目录的内在联系

在“道”与“器”的关系中显现出来了[6 ] 。

“道不离器”与“道器合一”是章学诚评说考据学

和理学利弊的理论方法依据 ,我们也可将其应用到

图书资料、学术研究和图书目录的关系上来 ,而“不

离”和“合一”正是使这三者的关系达到最佳状态的

重要原则。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更多的是用“道”和“器”为

原则和准绳来判别立类和列类是否恰当。他在《校雠

条理》第七之五中 ,讨论了《七略》诸子略与兵书、方技

和数术三略的不同在于“虚理实事 ,义不同科故也”。

《补校汉书艺文志》第十之四中 ,章学诚认为《汉书艺文

志》符合“道器”原则的只有“任宏之校兵书 ,李柱国之

校方技 ,庶几近之 ,其它四略未能称是”。

王先生总结“道器”原则在分类中的意义及其应

用时这样说 :

章学诚引用在这个地方的意义 ,是用“道”

来代表理论书籍 ,“器”代表讲方法和名数的书

籍 ,就是他说的成“一家之言”的“皆所谓形而上

之道也”,“著法术名数”的“所谓形而下之器

也”。章学诚把书籍分为阐述理论和方法的两

大类 ,而在图书分类的大类中 ,又把讲理论的书

籍放在前边 ,讲方法的书籍依次排类 ,可以说是

对于目录排类次序中的一个杰出的思想 [7 ] 。

的确如此 ,王先生将章学诚“以道器合一求之”

的立类和列类原则提到“杰出的思想”的高度非但并

不为过 ,而且还给后人以许多宝贵的启示 :分类体系

要结合书籍的实际情况 ,列类从抽象到具体 ,自然科

学与应用技术相结合 ,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等等。

3 　《原道》———《校雠通义》之绪论

《原道》是《校雠通义》开宗明义第一章 ,王重民先

生将其视为“全书的绪论”。它的主要内容是讨论著

录之前先要明了的“大道”,即图书目录的起源和发展。

章学诚以三代到战国之前“私门无著述文字 ,则

官守之分职 ,即群书之部次 ,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为理由 ,说明图书目录之所以产生和以官守为部类

的图书分类体系的形成。王先生把这里的“部次”和

“著录”解读为“《周礼》的三百六十官构成了图书的

自然分类表 ,三百六十官就是分类表的类目”。但他

并不完全认同章学诚的观点 ,指出 :

在我国图书目录发展的过程中 ,认为学术在

官时期图书由官师来保管是可以的 ,要由此追述

学术的源流也是可以的 ,甚而认为初期分类表有

些类目是在自然发展中形成也是对的 ,但把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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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官做为一个自然的分类表 ,就未免牵强了。

因为图书分类表总是由图书目录学家依据图书

资料发展的具体情况编制出来的 [8 ] 。

《宗刘》的内容和《原道》一脉相承 ,《原道》中提

出的图书目录分类体系和著录问题在《宗刘》中得到

继续讨论。章学诚提倡目录学方法理论宗师《七

略》,王重民先生强调下面这一点 :

章学诚把《七略》看做是我国古代具有很高

水平的目录典型 ,所以他要我们向这种有叙录

(大小序) ,有提要 ,有思想性的系统目录学习 [9 ] 。

这就是《宗刘》思想内容最主要的实际意义。但

章学诚显然意识到 ,“四部”的兴起 ,已经不能返回

《七略》的分类体系 ,不能“执《七略》的成法以部次近

日之文章”。那么如何实现《宗刘》呢 ? 章学诚回答

说 :“就四部之成法 ,而能讨论流别 ,以使之恍然于古

人官师合一之故 ,则文章之病 ,可以稍救 ,而《七略》

之要旨 ,其亦可以有补于古人矣。”[10 ]对于这个问题

王先生没有局限于四部与《七略》的形式异同 ,而是

深究内部的联系 ,“就四部之成法 ,而能讨论流别”,

就要从“通”字出发来做到这一点。所谓“通”:

更具体说来 ,就是着重在文史学和目录学

的学术思想发展与流别变化上面 [11 ] 。

也就是说要找出从《七略》流为四部的继承和变

化的缘由 ,并加以解释。而继承和变化的具体原因

就是图书新品种的出现 ,所以又必须考察图书新品

种的变化 ,从内容和形式诸方面判别图书和类目的

多种相关性。这样的“通”,也是对“辨章学术 ,考镜

源流”从学术史发展角度的诠释 ,符合《七略》之要

旨 ,《宗刘》的基本精神。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精神和原则几乎贯穿

在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分类体系、叙录、

提要、注释 ,考辨等无不应以此为任务。王先生在说

明这一原则时强调在编制图书目录工作中应该重视

与政治形势相联系 :

章学诚的所谓“辨章”、所谓“考镜”所谓“知

言”,都是要使目录的内容 ,能够结合实际 ,结合

当时的政治 ,评论学术思想的得失 ,这一点是非

常值得注意的 [12 ] 。

这样 ,就赋予了“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更加积极

的现实意义。

4 　互著、别裁 ———图书分类著录的辅助方法

王重民先生称“互著”与“别裁”是图书分类著录

的辅助方法。这两章的原文不足两千字 ,通解按语

却多达九千三百余言 ,内容丰富 ,论证缜密 ,是一篇

地道的学术论文。

章学诚从溯原委、辨流别的高度出发 ,要求分类

著录应以“部次流别 ,申明大道 ,叙列九流百氏之学 ,

使之绳贯珠联 ,无少缺逸 ,欲人即类求书 ,因书究学”

为目标[13 ] 。而“互著”与“别裁”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

段 ,王先生解释说 :

别裁与互著是著录图书上的两种并行而又

互为补苴的重要方法 ,互著是根据读者需要和

学术源流把一书著录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 类目

内 ;别裁是把一书内的重要部分 (或篇章) 裁出 ,

著录在相关的另一类 (或另几类)里面 [14 ] 。

互著部分 ,王重民先生解释的重要的内容有 :第

一 ,章学诚对“互著”意义和作用的认识最为深刻 ,超

越前人。第二 ,一书两载的 10 个例子 ,不足以说明刘

歆有意识地利用“互著”之法 ,而是章学诚自己的错

觉。第三 ,《七略》中一书两载现象的出现 ,源于“兵

书”、“诸子”两略由专家分别负责 ,书分两地 ,未曾协

调而产生著录重复。第四 ,从当时书籍使用情况和

书籍保管体系情况判断 ,“一书两载”的 10 个例子 ,其

中绝大部分称为“裁篇别出”即“别裁”更为合适。

“别裁”部分 ,王先生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 ,“古代在

用竹简写书时代 ,多是单篇行世 ,后来有了汇编本 ,才

有裁篇别出的方法”,这说明单篇行世是文献传播交

流中自然形成的。“后人为了阅读方便 ,又往往从大

的汇编本内裁出一篇或几篇别行 ,这才是有意识的做

成的别裁本”[15] 。第二 ,裁篇行世、别裁本和别裁法是

不同的概念。“目录学上的别裁法 ,则是对图书中一

些具有别裁本的功用而尚无别裁本流行的部分 (或篇

章) ,只要它对其他部类也有参考使用的需要 ,‘权于宾

主轻重之间’,而又‘无庸互见’时 ,便可用别裁法著

录。”[16]第三 ,章学诚在别裁法的用例和论证上存在矛

盾 ,认定“别裁”的标准不一致。他视《七略》著录《弟子

职》和《三朝记》为别裁 ,而视《隋书·经籍志》将《孔丛

子》中的《小尔雅》别出入附《论语》,《文献通考·经籍

考》将《大戴记》中的《夏小正》别出入时令是“幸而偶

中”,这显然是抵牾的。因为这些图书传本流通情况

相同 ,目录中的著录方法也相同[17] 。

上述可见 ,王先生对章学诚关于“互著”与“别

裁”的论断并不全部同意。其最大的分歧点在于 :

我所以认为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方法理

论虽说极其精辟 ,但是从《七略》的漏缝中悟出

的 ,因而成了“郢书燕说”似的错觉 ,也是应该指

出的[18 ] 。

这里王先生用成语“郢书燕说”来形容章学诚的

穿凿附会、曲解原意 ,指出章学诚关于互著别裁虽然

在理论上有很精辟的论述 ,但把《七略》中出现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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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现象误认为就是互著别裁法 ,并断定《七略》首先

应用这样的方法 ,是错误的。因为《七略》中的“互著

别裁”现象与编制图书目录中有意识地利用互著别

裁法性质不同 ,是没有联系的两件事情。有意识地

应用互著别裁法始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

但还不能完全肯定 ,因为“只有一两处 ,迹象并不是

十分明白的”。真正非常明确地应用这一方法的是

祁承　 ,他在《庚申整书例略》内就提出“互”和“通”,

亦即互著和别裁法 ,并将其应用到《澹生堂书目》的

著录中 ,而章学诚则在《校雠通义》中将这两种方法

加以科学总结 ,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19 ] 。

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阐述 ,并企图使这

一先进方法在分类著录中普遍使用起来 ,是他

在我国目录学上的另一贡献 [20 ] 。

这是非常中肯的结论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

就身体力行 ,运用互著和别裁的方法 ,在卷二、卷三

中对《汉书·艺文志》进行分析、补充和纠缪 ,成为推

广普及这两种方法的最好的示范。

王重民先生对章学诚互著别裁理论与方法的解

释和研究显现出的学术水平 ,可说是前无古人的。

5 　王重民先生对中国目录学的影响和贡献

王重民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目录学的研究和教学

工作 ,对我国目录学史内容的重点和难点了若指掌 ,

采取通解方式介绍古代目录学文献 ,是他把握重点

和难点而使其易为初学者所理解的有效途径。

章学诚崇尚“独断之学”,重议论。《校雠通义》作

于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代 ,有进步意义。170 余年

之后 ,王先生用新的观点方法 ,以目录、版本和校勘之

功加以解读 ,成《校雠通义通解》,以弘扬章学诚的开拓

进取精神。《校雠通义通解》集合两人之长 ,相得益彰 ,

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值得称道的一件事。

王重民教授著作等身 ,业绩卓著。他为传承我国

目录学遗产 ,弘扬中国目录学理论和方法 ,推广目录

学知识 ,从事国际目录学交流以及培养目录学人才诸

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不仅是令人钦佩的

学术导师 ,而且也是优良学风的光辉典范。他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以发

展、联系、积极、求真、客观、公正的精神和态度对待学

术、对待历史、对待人物 ,并用一种谦和的语气和包容

的笔触加以剖析和评说 ,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表现

出作为一位学者的崇高道德品质和学术情操。

最后 ,读过《校雠通义通解》,不由得我联想起郑

樵撰《校雠略》是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尤其是《隋

书·经籍志》以及唐宋时代的各家目录的分析与评论

来解释和宣扬自己校雠学的理论与方法。章学诚则

在《校雠通义》中一方面推崇郑樵校雠学中的独到见

解和重大成就 ;另一方面又批评郑樵“独《艺文》为校

雠之所必究 ,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 ,则于古

人大体 ,终似有所未窥”。他通过对郑樵一分为二的

品评和对《汉书·艺文志》等目录独具慧眼的深究 ,揭

示和阐发了校雠学的精髓。到了王重民先生研究中

国目录学 ,与前辈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和追求 ,采

取几乎毫无二致的研究工作模式 ———走着一条传

承、批判和创新的学术道路 ,他守家法而不囿于家

法 ,求“会通”而能深究个别 ,重著述而不轻视比次 ,

融目录学、版本学于史学而又能超越史学。郑樵、章

学诚和王重民先生先后交相辉映 ,他们各自都达到

了所处时代校雠目录学研究的高峰 !

2003 年 1 月 3 日是有三师诞辰 100 周年 ,谨以此

文表示记念 ;但仍难于表达我对老师崇敬、爱戴、感

激和思念之情的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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