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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籍海零拾》的作者曾贻芬、崔文印伉俪和我是数十年的挚友。
我读过他们的文章和著述，并为他俩合著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写过评论。
文印也评点过拙作多种，所写书评，实事求是，言之有物，令我深思。
尤其见交情者，有两件事使我非常感动：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第一本堪称学术著作的《古典
目录学浅说》出版后，文印主动为之写了较长的书评，在当时著名杂志上发表，有较大反响，把我的
书推进学术圈子，让我步上学术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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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杜佑在本篇自注的内容，不仅补充正文所言职官之下署以及职权，而且言及
某些置官的前因后果，使历代职官的沿革变化更为具体、全面。
《历代职官官略》以类似表格的形式，记录了历代官制在官数、官品、设官沿革、封爵、三公、宰相
、三老五更、禄秩这些重要方面的具体情况。
从它们的不同，可以系统、直观地了解到历代职官的沿革变化。
　　《汉书·刑法志》为班固首创，它是后世正史、政书专志刑法部分的开山之作，对了解这类典志
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书·刑法志》虽记录了从古至汉的兵、刑制度的演变概况，但重点记载汉的刑法。
汉兴，首除秦苛法；孝文即位之后，又除肉刑；孝景之世，亦务在宽，刑罚大省。
但是到了武帝，由于穷兵黩武，“禁网浸密”，“奸吏因缘为市”，而昭、宣之后，则更趋严刻，“
郡国被刑而死者以万数”。
由此不难看出，刑法作为统治阶级的镇压工具，随着社会的稳定与动乱而弛张变化的情况；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透过历代刑法的这种弛张变化，观察当时的社会情况。
有关刑法的典志，为研究历史提供了又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汉律》是我国刑律的早期典籍，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但《汉律》久已失传，而《汉书·刑法志》
则保存了《汉律》的部分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不可不读的篇章。
　　《通典·州郡序目》上下，属于记述地理沿革的典志，但与其他一般的地理志有明显的不同。
《序目》上记载的是自黄帝“方制天下”以来乃至隋朝各朝各代统治地域的沿革变化。
它包括一般地理志的内容，记载统治地域的范围以及行政区划的设置的情况，还记载地域发生变化的
历史掌故，如记东晋“初，元帝命祖逖镇雍丘，逖死，北境渐蹙。
青、兖四州及徐之半，陷刘曜、石勒”。
这样的历史掌故，使地理志不再是枯燥的地名排列，而成了活生生的历史，揭示了地域变化与政治、
军事的密切关系。
《序目》下的小标题特注明“大唐”，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述唐代的行政区划，而又以记
“式遏四夷”的边境节度、经略使为主，本《序目》有一重要特点，即将地理置于国家统治事务之中
，根据政治、军事的情况而决定对地域介绍的繁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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