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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典文献学以古籍为主要研究对象。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一种新的古籍组织和利用方式应运而生，这一新方式即古籍数字化
。
古籍数字化的出现意味着古典文献学有了新的研究对象，并为其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手段和思维模
式，必将给古典文献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野。
     本书以古典文献学为中心，试图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古籍数字化的开发与建设问题，以此为古籍
数字化基本理论的构建提供可行策略。
构建古籍数字化系统理论可以为古籍数字化出版提供基础理论，开拓古籍整理和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新
视野，为文史研究者提供新思维和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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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章学诚提出了别裁、互见以及索引分类的方法。
章学诚还主编了《历代纪元韵览》和《明史列传人名韵编》。
在章氏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多种检索类工具书。
随着西方索引概念及索引编制技术的传入，我国近现代索引事业也迎来了全新的面貌。
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下，索引编制受到空前关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索引运动”。
索引运动提倡用西方科学的治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在胡适、林语堂、刘半农等的大力提倡下，传统国
学研究在大量古籍索引的帮助下，也取得了快速进展。
在古籍索引编制方面以哈佛燕京学社大规模的古籍引得编纂活动最为突出。
从1931年春至1950年冬，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共编制引得正刊41种、引得特刊23种（附原文者为
特刊），各种引得合计63种，这些古籍索引遍及经、史、子、集。
除了索引编制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也将古籍索引编制工作的经验总结成索引理论，洪业的《
引得说》是其代表。
此外，部分知名学者也十分重视古籍索引的编制，如叶圣陶的《十三经索引》、王重民等编制的《清
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顾颉刚的《尚书通检》、杨殿殉的《石刻题跋索引》都是至今还在应用的索
引名著。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古籍索引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古籍索引工作受到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古籍索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据何小清统计，建国40年来，我国总共编制出版了83种古籍索引。
另外，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也非常重视，编制了大量中国古籍索引，其中尤以日本为最
。
据陈东辉统计，日本出版的中国古籍索引约占全部中国古籍索引的80％。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国的古籍索引研究和实践又有了新的成就和发展趋势。
尤其是计算机技术与古籍索引编制的结合，使古籍索引工作与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古籍索引
的编制也迎来了电子化时代。
电子化古籍索引具有容量大、体积小、检索效率高等诸多优势，其一出现就受到索引界的高度重视。
在短短的20年间，国内外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了大量检索型古籍索引数据库。
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电子版。
1988年广西大学在《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出版后就开始进入电子版的制作。
经过10年的辛苦工作，1999年广西金海湾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了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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