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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说：“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这是强调交流与研讨的重要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对本专业特点的不全面理解，从事古文献专业的人，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和国外的同行交流较少，对相邻专业的研究成果了解、借鉴得不足。
有鉴于此，北大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自建立以来，便十分注重与海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除了“请进来”与“走出去”以外，定期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我们增进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
　　几年以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与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台湾淡江大学
古文献研究所举办过学术研讨会。
其后，我们两家（北大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又与台湾成功大学文学院
联合倡议，由三家单位轮流，各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
2004年上海复旦大学承办的“中国中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2005年台湾成功大学承办的“中国近
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便是对这一倡议的实践。
由于这两次研讨会广受学界的赞同与好评，影响不断扩大，到2006年北大古文献研究中心承办会议时
候，主办单位由原先的三家增为五家，新加盟的两家学术机构是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台湾“中
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经过五家主办单位的酝酿与磋商，2006年的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我们感到这个
题目不仅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的整合研究，并起到聚合中外古
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力量的目的。
　　2006年11月28日、29日，“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来自亚
、欧、美三十多家学术机构的九十余名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内容概要

　　主要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师生对古代典籍整理、校勘、版本、目录之学以及文学、史学
和哲学的研究论文集。
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刊物。
本期主要文章有孙钦善《春秋三传中有关孔子史料的文献价值》、王岚《汪藻文集与诗作杂考》、[日
本]稻畑耕一郎著顾歆艺译《楚辞残简小考--汉初楚辞的流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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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创立“国际汉籍文献学”的思考美国公藏宋元版汉籍概述美国国会图书馆敦煌高昌写经、宋金元
本典藏、渊源、版本和数位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黄善夫刻《王注苏诗》之特殊价值写字台文库与
佐伯文库——马廉与泽田一斋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源流考韩国收藏汉籍中的文学文献晋及南朝目录体例
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义例新探乐语、经说和诗论——《诗经》学三种形态及其相互关系董迪《
广川诗故》辑考《论语》子游问孝章发微近代日本文学视野中的《论语》——以下村湖人《论语物语
》为中心礼制的隐含与《论语》的诠释《孝经》开元始注与天宝重注比较研究整理《史记会注考证附
校补》札记《汉书》引文的方式与特点——兼说《全汉文》采录《汉书》的难误宋施宿家世行迹生卒
年补证——兼《余姚施氏宗谱》遗存施宿墓志信疑考明代方志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魏晋散佚子书与魏
晋文学《出三藏记集》和《佛所行赞》出土文物资料与古代文学研究王慎中与闽学传统清代学术札
记(20则)关于谢灵运诗歌的若干文献问题试论清代学者整理《玉台新咏》的成就论《昌黎先生集》之
《外集》——以宋代《韩集》编纂与校勘为核心进行论述也谈蔡省风《瑶池新咏》前代别集之雕印与
宋诗之典范选择——宋代文献学与文学之整合研究《宋诗话辑佚》本《诗史》校议《全宋诗·欧阳修
诗》补正黄庭坚佚诗辑考林云铭自编别集版本试论況风研究资料补述弹词《倭袍传》的禁书与流通小
说话丛编前言论古代小说文献流传形式《平妖传》结构与人物性格分析论《花影集》所收故事的流传
与变迁——兼考拟话本小说故事的流传情况歌行之“行”考——关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行”的
文献学研究由句中“兮”之位置推拟楚辞歌诵之别偈赞颂管窥——从《全宋诗》对偈赞颂的收录说起
“回车”——寻绎诗人生命向度的一个视角由唐人婚姻习俗看李白成名前的家庭生活诗赋的创作与新
诠——以杜甫《解闷》诗为例欧阳修碑志叙事的创作方法和原理——以朝鲜文人金昌协的批评论为中
心诗材、诗风及诗人品格——朱熹咏梅诗词诠释陆时雍与沈德潜诗论考辨清代诗学西昆、江西之争与
纪昀的折中思维：以其相关评点为主清·江昱《论词十八首》探析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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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附表的大约一半以粗体字记下，就是所藏机关业已明白的。
献上书里只有《桃花影》所在不明，而其他都藏在内阁文库里。
《以吕波分书目》著录的大约一半也以粗体字记下。
这些已经众所周知的书，此次笔者从略不说。
但请注意，这些书除了现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东度记》以外，都藏在佐伯市立图书馆。
为什么呢？
与佐伯文库旧藏现在下落不明的中国通俗小说书名同一的本子，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或中国国家图书
馆的不少。
加之，它们都是现在为止，发现很少的罕传本。
当然有关佐伯文库残存书的详细的版本情报没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书里有无“佐伯文库”的藏书
印还没确认。
所以下面笔者所说的还不出推测的范围，可是笔者想可能性比较大：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等的罕传本
中国通俗小说里，可能有在日本购买之后再渡海的佐伯文库本。
这是笔者这次介绍的关键所在。
　　五佐伯文库本与马氏书　　再说具体的情况。
这次才“发现”的佐伯文库旧藏中国通俗小说如下请再看附表。
附表以“以吕波”的顺序举例。
首先《补天石》、《辨而钗》、《灯月影》，其后《刘生觅莲记》。
《刘生觅莲记》本来该视为文言中篇传奇小说，但经常被收录于后述通俗类书，因此笔者暂是放在此
表里。
其次《皇明英烈传》、《风流悟》、《国色天香》。
《国色天香》也不是通俗小说。
则此为文言中篇传奇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等都收录在内的所谓通俗类书。
笔者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从有关通俗小说着眼，把这些通俗类书著录在内。
笔者把《国色天香》放在这附表里的原因在此。
再有《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就不是历史书而是《吴越春秋连相评话》，恐怕就是全相平话五种之同伙吧。
其次《赛红口》。
这恐怕就是《赛红丝》。
最后是《归莲梦》、《生绡剪》、《精忠录》和《水浒传》。
　　上面提及的通俗小说里有几种海内孤本和罕传本。
比如说，笔者最初提及的《补天石》，现在为止众所周知的只有北京大学所藏马廉旧藏本而已。
其次提及的《辨而钗》只有如下三本，就是曾在北平图书馆而后搬到台北“中央”图书馆、现在巴黎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铎尔孟旧藏本和马廉旧藏本，可惜马廉旧藏本移交北京大学后所在不明。
但《辨而钗》其实还有一本传世，就是郑振铎旧藏而现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可是有关这本没有详
细的情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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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