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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籍版本学是一门既古老又时新的学问。
说它古老，是因为至迟在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中秘书时已注意到版本的异同，明清以来藏书讲
版本之风尤大盛，积累了不少经验和知识。
但在过去的高等院校裹，却很少开设版本学这类的课程，至少我上大学时不曾有老师给我讲过这类课
程。
即使个别学校有，恐怕也只是传授点零碎的知识，因为没有见到过有系统的讲义或印成专着在学术界
流传。
少数大学的图书馆系开设过中国书史的课程，图书馆学者刘国钧编写过一册《中国书史简编》作为教
材，但实际上只是中国学术简史和中国书籍出版史的混合物，和古籍版本学走的不是一个路子。
在高等院校裹正式设置古籍版本学课程，是近几年的事情，如1983年7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制定中国
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几点意见》中就规定古籍版本学为必修课程，一些
高等院校也或先或后给有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班和古籍整理短期讲习班开设了这门课程，所
以说这又是一门时新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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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14日出生，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历任上海及西安交通大
学助教讲师，，1981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2001年退休。
现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
委员会委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第七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黄永年是海内外知名的史学家、古文献学家、版本目录专家。
所譔论文已汇编有《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论文改写成札记有《树新义室
笔谈》，其余文字汇编有《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专著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教材
已成书者有《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古文献学四讲》、《古籍版本学》、《子部要籍
概述》、《史部要籍概述》，整理古籍具创见者有《类编长安志》、《西游证道书》。
 
  黄永年自十三岁起购读线装古籍，上世纪五十年代即以精熟版本目录知名，其鉴定水平之高，迄为
学术界及上海北京的古籍旧书行业所称道。
改革开放后编集全国善本书总目，陕西省及西安市的挑选鉴定工作即由他主持，发现了研究话本的重
要文献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大学图书馆目录中公认高质量的线装本《陕西师范大学图书
馆善本书目》也由他一手撰成。
1979年在历史文献学研究生课程中他首先开设系统讲授的版本目录学，对古籍版本各个时期的特征和
如何鉴别，开创性地作了科学的可操作的讲述。
其讲义的简本已收入上述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古文献学四讲》，上述《古籍版本学》乃其
详本，收入即将出版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教材丛书。
1985年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所讲古籍版本学还曾全部录音，供全国高等院校使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籍版本学>>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研究对象
  第二章  版本和善本
  第三章  研究角度和用途
版本史和版本鉴别
  第一章  研究方法
  第二章  参考书
  第三章  雕版印刷的出现
  第四章  书册制度
  第五章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第六章  元刻本
  第七章  明刻本
  第八章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第九章  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
  第十章  抄本稿本批校本
  第十一章  影印本
版本目录
  第一章  参考书
  第二章  研究方法
后记  
笔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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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徽州”、“建宁”、“各省”七个题目来缕陈诸地刻书名目，而“南京”中又分“南监本”、
“部院本”、“应天府本”、“书坊本”等小题目，“北京”又分“经厂本”、“北监本”、“部院
本”、“顺天府本”、“私刻与坊刻本”，实际还是官刻、家刻、坊刻的框架，其他“杭州”等也是
本此框架，而后面又以“藩府本”、“书院本”、“宦官刻书”与“刻书地点”并列，就更形零乱。
至于赵万里的《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和《中国版刻图录序》，如前所说“明清刻本没有写出什么
东西来”。
其中前者只讲了明代的活字本和木刻画、彩色套印术，连个“明代雕版概况”这样的题目都没有给。
后者则把明清两代统在一起简单地说一说，当然谈不上理清其眉目。
　　究竟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讲才科学？
我认为得回顾一下第一章“研究方法”裹强调过的，即要看版本的字体和版式。
前此讲宋元刻本时之所以按地域按几个中心来讲浙本、建本、蜀本、平水本者，是因为其时刻书事业
还不普及，这些刻本的地域性特别明显，也就是在字体和版式的区别上特别明显，按地域按中心来讲
才便于说明其特色，便于掌握了这些特色以从事鉴别。
到明代刻书事业已远较宋元普及，字体、版式的地域性差别除个别如建本外几已消失。
而另一方面由于有明一代绵延时间长，字体、版式却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非常显著。
如果抓住这点分时期来讲明刻本，对掌握特色从事鉴别岂不最为有利？
而随时间推移来把明刻分期这点，其实也有人提到过，如《明代版刻综录》书前的周采泉序，如1962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都讲明刻本的按时代分期，尽管所分在小
地方还不尽精确，大体上应说是抓到了要点的。
可惜没有引起研究讲授版本者的重视，他们自己也只一提即止，没有撰写专文，没有用这个框架来安
排明刻本的讲述。
　　今天我在这里就用分期的办法来讲明刻本。
　　明代经历了十七朝，除英宗先被俘后又复辟算作两朝外，其余一朝一个皇帝共十六个皇帝。
而且从明朝起一朝只用一个年号，十七朝只有十七个年号，比明以前往往一个皇帝先后用上几个年号
要简单得多。
这里为了便于检查记忆，表列于下，表中写上皇帝的大名，是因为和最后的避讳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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