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藏书史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藏书史话>>

13位ISBN编号：9787100022262

10位ISBN编号：7100022266

出版时间：1997-9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焦树安

页数：1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藏书史话>>

内容概要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
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
、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
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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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中国古代藏书概论二、中国古代藏书起源　l 中国最早的图书形式——简牍与帛书　2 国家藏书机
构——藏室的产生　3 私人藏书的出现三、秦代的藏书与焚书四、汉代藏书制度的确立　l 两汉的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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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的藏书　3 图书的分类与编目七、宋元官私藏书发展空前　l 雕版印刷的普及与活字印刷的发
明　2 宋元时期的藏书　3 图书的分类与书目　4 宋元时期的图书流通八、明清一统 藏书规模恢弘　1 
明清两代的藏书　2 明清私人藏书激增　3 明清时期的重要书目　4 敦煌藏书西流与皕宋楼藏书东渡
　5 明清时期藏书的流通九、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1 铅印技术的传入和书籍形式的变化　2 清末民初文
化教育的发展　3 清末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4 各种类型图书馆的普及　5 从古代藏书楼向近代
图书馆的转化　6 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　7 民国时期图书馆机构与管理　8 民国时期的藏
书　9 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10 日寇对中国图书馆的摧残和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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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古代藏书概论　　中国是世界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极其灿烂的古代文明。
古代典籍之多，居于世界之首。
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因而有着重
要意义。
　　所谓藏书史，是指不同时代的图书典籍依照确定的编排体系实施管理、保存与流通的历史。
它涉及四个方面：一、图书存在的形态，因为不同的书籍形态有着不同的保管和流通的方式，如竹简
、纸书与磁带就有着不同的收藏与使用方法；二、图书的编目，即组织图书的体系与方法，如古代以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组织图书，而现代则是按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划分与管理
图书；三、图书的典藏，即图书的保存与管理；四、图书的流通，即图书的借阅与使用。
　　我国是世界上设置图书典藏机构与管理人员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三类：
国家藏书，俗称官藏；私人藏书，亦称私藏；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即私办公助的藏书机构。
而历史上所称的藏书家，是指私人藏书者而言。
　　我国的国家藏书始于周代。
据文献记载，周朝史官有执掌藏书之职，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做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主官一“守藏室
之史”，专事国家典籍的收藏管理工作。
秦代藏书处叫石室。
汉代初定天下就广征图书，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六处收藏。
曹魏时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图书收藏皆归兰台（外台）和秘书（内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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