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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一

自河间献王刘德，至向、散父子，我国传统文献学趋向成熟 。 他

们的著述，大多散快;他们的心血，储存在《汉书 · 艺文志》中 。 《汉

书 · 艺文志》的文献价值，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汉书 ·艺文志》共著录五百九十六家，区分为六略三十八种(类)。

六略者，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 . 数术略、方技略。 基于

汉代诗赋创作繁荣、总量庞大之事实，将诗赋从"六艺略·诗类"析

出，设置"诗戚略" (后发展演变为集部)，可谓创新之举。 同理，东

汉三国以后，史书量增， <国语><国策>(太史公书》等遂从"六艺

略 · 春秋类"析出，设置史部(初称丙部)。相反，子学衰变，份额锐

减，诸子、兵书、教术、方技四略，分分合合，终归于子都(初称乙

部)。 这就是从三国魏秘书郎郑默(郑众四世孙) "始制《中经} (甲、

乙、丙、丁)"，至东晋著作部李充的《晋元帝书目》完成(易其子、

史之序:子入丙部，史入乙部)，经《隋书 · 经籍志》基本定型(经

史、子、集)，至今承用的古籍四部分类法。 回溯其形成过程，不难看

出六略"实为"四部"之根基。 从六略三十八种(类)，到四部四

十三类({四库全书总目>)，历一千七百余年，我们固然可以从表层论

列目录学分类之传承发展，更应该从内涵上感悟中国文化的早熟，共

同且稳健运行的文化传统，凝聚力之强，推动力之大，是其他力量所

难以比拟的 。

《 汉书 · 艺文志》的六略大序、三十八类小序，源自《辑略}，向

散父子亦有所承继，渊源有自 。 可以这样说 ， 六篇大序，连同小序，

乃数代文献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经典作品。

我们拿它跟《四库全书总目》的四部总叙、四十三类小序对读，可略

窥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其理论意义，历久弥新。 请以儒家类小序为

例"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颇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

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

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 孔子曰 : ‘如有所誉，其有所试。 '唐虞之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

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

浸衰，此辟儒之患也 。"这篇小序，阐述儒家学说的根源和现状，既"于

道最为高又遭遇"辟儒之患"。潜伏在儒家队伍中的邪僻不正之人，

随意解释经典，为私心、野心张目，直闹得"五经乖析，儒学浸衰"。

《庄子·腊筐》写窃得"仁义"解释权的大盗诸侯，为所欲为，没人拦

得住，庄子师徒很无奈，想追究圣人的连带责任，那可不是文献学家

的本职工作了 。 《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小序疾呼无植党，无近名，

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尸"于"辟儒之息

高度警惕，庄子们只管自己"逍遥"吧!

尹海江博士研读《汉书 · 艺文志》巳逾十年。 他的博士论文{<汉

书·艺文志〉研究一一以〈六艺略〉为中心}.得到评阅专家和答辩委

员会的一致认可，勉励有加。 经数年修订. <(汉书 · 艺文志 〉 辑论》

即将刊版问世。 春节前，海江来电话，嘱为作序 。 寒假清闲，略缀数

语，希望海江继续发力. <汉书 · 艺文志》的学问大着呢!

辛 9r正月元宵节 在宫章

写于浙江大学古籍所



序

清人金榜云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

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 。 " ~十七史商榷》卷 22 引清人姚振宗

( 1842-1906) <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例》云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源流，

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 。"章学诚( 1738一1801 H 校

徽通义序》曰"枝锥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后世部

次甲乙，纪录经史，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

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今人张舜徽

的《汉书艺文志通释序》云: ..~汉书 · 艺文志》为书短简，尤治学之

纲领，群书之要删 。"是均为知言，而《汉书·艺文志》之重要，子斯

可见一斑。 他如《汉书·扬雄传·赞》有"贱莫深于《离骚~，反而广

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之说，而《汉书 · 艺文志》将"扬雄赋

十二篇"置于"陆贾赋"类中，非与"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一起著

录在"屈原贼"类里"屈原赋"类中的"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

孟坚注..与王褒同时也，.而后序此为"阳成侯刘德贼九篇" "刘向赋

三十三篇.， u王褒赋十六篇等等。 是亦甚启人之思。至于阮孝绪《七

录序》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与"且《七

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云云，

则似未达一间 。 在笔者看来诗赋略"之设，除了前汉这两体创作繁

荣而数量剧增外，更重要的当是此"诗"非被"诗"赋"虽为"古

诗之流" u抑亦《雅~~颁》之亚然毕竟非"古诗" ({雅~{颂~ ), 

况且"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俯

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而《国语H世本H太史公书》等之入"六

艺略 · 春秋类除了"史书甚寡"外，恐更在于《国语>{世本>{太

史公书》等史书本为之"子孙"一一其实 ， ~春秋》是"经"亦是"史"

就后者言， {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云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

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o "



《太史公自序》中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

《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

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直，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n 大史公曰"唯

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

德，褒用室，非独剌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

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

有司之过也 。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

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

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读此而能以古还古，则思过半矣 。

正因为《议书 · 艺文志》重要，南宋时便有王应麟( 1223一1296 ) 

《汉艺丈志考证》这样的研究专著。 其后，尤其是晚清以还，可谓名家

辈出 。 如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与《汉书艺文志条理》、孙穗谦

的《汉书艺文志举例》、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陈国庆的《汉书

艺文志注释汇编》、张舜徽的《汉书艺文志释例》和《汉书艺文志通释}.

等等。其他的相关研究更多，就不用再说了。因之，据今而作《汉书·艺

文志》研究要有自已的东西，实在不易 。 然读了海江博士是书，笔者

眼睛却为之一亮。

{<汉书·艺文志〉辑论》分为上、下两篇 。 前者为"论..包括《论

〈汉书·艺文志〉的编次> {<汉书·艺文志〉图书的分类} (<汉书·艺

文志> "赋"的分类与排序一一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H< 汉

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汉书·艺文志> "八体六技"鱼议》

及所附{<汉艺文志考证〉版本研究} {<汉艺文志考证〉的学术价值》

等论文，探讨与辨析《汉书·艺文志》的相关问题。 概言之，这些论

文均有新意、有深度、见功力，而非泛泛之论所能比 。 此中，既有宏

观的研讨如《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其云"{汉书·艺文志》

反映了西汉时期的学术状态、学科地位，有着较为明显的价值取向，

体现了当时主流的价值判断;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

思想虽然还不能说是当时刘向、刘散父子和班固等人的自觉意识，但

客观上已经初步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汉书·艺文志》反映了‘六艺'

之学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之所在，作为优势学科，具

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诸子之学在汉代有了新的变化，其中道家(表现



为黄老学说)和儒家先后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扶持，儒家更是后

来居上，因此其地位仅次于‘六艺 ' 。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不入《六艺

略 }，说明‘六艺 ' 并非儒家之专利，而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共同财富，

儒家对它进行建设与维护最为有力，其他诸家也无不受其影响，只是

在扬弃的表现上有着差异。 ‘诗赋 ' 为纯文学，和平时期较之‘兵书 '

更适应时代的需求，后者作为武备故退居于《诗戚》之后。《数术》之

学在刘、班等人来看已是小道 ， 而《方技》可桂病养生亦自不可少，

而其授受更具私密性，理当不为显学 。 《汉书 · 艺文志》编次的价值取

向，不仅体现在其中子目的分类上。"将"汉"还归"汉"而就《汉书 · 艺

文志》以观《汉书 · 艺文志)，显而易见，是可谓"心知其意"而得其

大者矣 。 章学诚《校售量通义·原道》的"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

家……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 ， 辨章流别，将

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敬之需，亦已明矣" 之"不徒"

云云，的然。 而细读是文，并以之与其前和同时的相关论著比现，即

知海江博士之论自有其至人之所未届者在焉 。 {(汉书 · 艺文志〉图书

的分类》一文同样如此，见灼而入深。 亦有较为微观的探讨与辨析如

((汉书·艺丈志) "贱"的分类与排序一一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

赋之属"}与<<汉书 · 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前者云 : 吨汉书 · 艺

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标准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其中

对枚乘、东方期、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这既

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同时也与《汉书 · 艺

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 ·艺文志 ·诗

赋略》之‘屈原赋之属' 。 另外，研究《汉书 · 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

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

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后者云据王逸《楚辞章句》知刘

向曾编《楚辞》一书，然而《汉书·艺文志》不收刘向所编之《楚辞)，

其原因是刘向校书之时《别录》未录，刘散因之不收，班固亦不‘入' 。

在当时的著述观念中，学术等级严明，编寨典籍与著述有别，刘向不

以此为功。 另外， <汉书 · 艺文志》既已著录‘屈原赋之属如果再

收入《楚辞》则重复著录，自坏其体例 。"是亦均甚有见地，可谓一篇

是一篇者也 。 于此，不仅见出海江博士厚实的文献根底，亦体现出了



其良好的理论素养而知在"关键处"着力 。

至于下篇的情况，其《凡例》有很好的说明 。 今观其具体的做法，

便知海江博士此"辑"之所成，融注着其自家的心得，而经智慧之"提

升所载识高，为体得法。 历史学家王尔敏 C 1927一)先生云我

辈治史学方法，尤在罗列诸说，提供参考，并无法任择其一，迫使学

者接受 。 故史字原意若何，仍当就多方参考之中，期待确话的达成 。"

C< 史学方法》第 23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王氏是说，

与大史公撰史之追求虽或有所异，然亦一良法也。 海江博士之"辑

实亦如是。 "就多方参考之中'期待确沽的达成以余观之，海江博

士所以为此，大有隐其"期待"读者之"确访"焉 。 虽然，余有一惑:

以海江博士所"辑"之得法，何以所引相关专书多不标明页码与卷敬 。

对此，海江博士说"记得往年在挂林随先生读书时，先生反复强调引

文必用第一手文献，尽可能做到全面而准确 。 先生说过多位名家本来

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而标据严氏所标出处之误，

刊物或专书不时出现引《离骚篡义><天问菲义》及《楚辞评论资料选》

等一类书之文而不复核原典所致的种种问题等，故虽知标明页码与卷

数方便于读者，然担心某些读者直接以此代替原原本本的第一手文献

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故最终没有标明而仅附上引用书的版本 。 其实，

由于有《汉书·艺文志》之‘文'作参照，在相关的原典上找出其具

体的位置并不难 。"海江博士还说‘论'的部分，原本想作一系统的

理论探讨，即分章究孟坚何以于史书中设《艺文》一志，是志的编次

与分类情况，是志对后代史志与私家书目的影响，历代对是志的研究，

等等。 不过，考虑到篇幅或过大，且日后拟另撰一专书研讨之，故作

罢。"听罢其言，余默然久之。 就前者言，其 《凡例 》 云凡首引之

文献与首创之论述皆详列之，而后来之复赘则概加删弃 J ， "各注家条

目设置不一，今以《汉书·艺文志 》 为准，作适当分并"。 由于"首创

之论述"虽"皆详列然往往"作适当分井故比观此众家之说尽

管多有助读者之思，读者却当就启"吾思"者之所出，结合其上下文

而再酌之 。 问题是，正如周建忠先生 20 年前批评某些学人以 《 离骚靠

义 》所引之"文"代替其原典时说的近年来出现了一个不好的倾向:

不查原著、不明 《 慕义》体例就凭借《篡义 》 作研究的还不少，有的



考据文章只有一条附注:‘以上所引各说见《离骚寨义 r 0 " (~当代楚

辞著作评论综述}， ~江西社会科学} 1992 年第 6 期)而这一"不好倾

向于今尤甚。……就后者言，其志远矣.可喜可贺，余企望焉。

想十年前，海江由湘负装桂林从余游，其好学深思、敬师乐群

为人踏踏实实、为学踏踏实实，给余留下了十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与

海江博士同时从余游之孙振田、杨亮二君，亦的的然品学兼优者也)。

海江硕士毕业后，有幸考取著名学者一一浙江大学崔富章教授一一的博

士生，在崔先生的点拨下，学业大有长进。<(汉书 · 艺文志〉辑论》

即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戚，今其即将付梓，而海江博士嘱为之序，故

拉杂而为此也 是为序。

b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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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

前辈学者早已认识到了目录学的重要性，唐代劳哭说读书而无目

录学，就如"衔石填溟，倚杖追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

中也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汉书 ·艺文志 》是目录学上的重要著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很高，

历代学者十分重视，将其视为治学之阶梯和学海之津缆。王鸣盛还引

金榜语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

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张之洞在《辅轩语 · 语学> ..读书需有门

径"条中也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他在

《书目答问 ·略例》中也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飞大戴礼记 . /1 
辩》中说..夫道不简则不行，不行则不乐。"余嘉锡曾说故学者必

有守约施博，执简御繁之道。"他还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

为津逮。"可见，目录学就是那"执简御繁之道学好《汉书 ·艺文

志》可以高屋建钮，能够掌握以简御繁之道。可以说《汉书 · 艺文志》

是进入传统学术殿堂的正门，由此门而入者，其身尊，其品高，古今

凡成大学问者，莫不由此门而入。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属于传统历史学的范畴。

在目录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喻为治学的门径、阶梯和津薇，

受到高度重视。有关《汉书 · 艺文志》的研究历代不绝，自宋代《汉

艺文志考证》出世之后， (汉书 · 艺文志》成为专门之学，此后越来越

受重视，晚清民国间更是成为显学 t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大学还专

门开设"汉书 · 艺文志"课程。相关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如宋代的

郑樵，明代的胡应麟、焦拢，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章学诚、姚振

宗、朱一新、王先谦，近现代的顾实、孙德谦、余嘉锡、姚名达、杜

定友、陈直、王重民、杨树达、陈国庆、张舜徽等，都有精深的论述。

然而这些论述分散各处，目前虽有陈国庆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施之勉的《汉书集注》中的《艺文志集注>.然而总使人有过应厨而不

能大嚼之憾。在广西师范大学读硕与浙江大学古籍所读博期间，我的



导师力之(刘汉忠)教授和崔富章教授十分支持我从事这项研究，并

给予大力的支持与认真的指导。

拙著是在本人博士学位论文<<汉书·艺文志〉研究一一以〈六艺

略〉为中心》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六艺略》是《汉书 · 艺文志》中最

核心的部分，在古代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书全面搜集《汉

书》问世一千九百余年以来，历代学者有关《六艺略》的各种注释和

论说，再进行文献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专题研究。

本书分论稿和辑注两个部分.在资料收集和学理考辨方面都有所

推进。此前虽有陈国庆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和施之勉《汉书集

注》中的《艺文志集注}，然而前者由于编撰时间较早，资料收集不够

全面，虽然已经备受学者们重视，但似乎还不能满足需要;后者虽然

资料有所增加，考辨有所深入，但因为只是《汉书集注》中的一个部

分，其中《艺文志》部分还可以做得更深入。拙著以《六艺略》为中

心，在资料收集和考辨上有进一步加强。其中收集的材料十分丰富，

编排体例科学，对前人的疏漏多所补宜，所作按语 ， 亦能推陈出新。

论稿部分对《汉书 · 艺文志》编基体例的论述受到学界关注，已有多

位学者引用。这一成果能较好地解决楚辞学、辞贼学上的一些难题，

如《汉书 · 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问题， <汉书 · 艺文志》为何不录

《楚辞》等问题。对《汉艺文志考证》的研究，发现北大且在元刊明修本

早于元大德刊本，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 并指出北大藏本、《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台湾大化书局影印本都存在错筒、残缺问题等。在梳理前

贤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归纳出几个方面的疏失，也言之成理，例如， <诸

子略}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条，杨树达引姚振宗说"刘向省《新语》

而作《新序}，则旧有《新语》之书，省其复重 ， 别编为《新序)"，然

而据《晋书·陆喜传》原文，省、咏、感、观、览、读，为连言，则

"省"字为"观省"之意.而非省其重复之"省略"。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辑注中亦时有发现。

拙著力求在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方面取得突破。作者本着求

实创新的原则，将立论建立在较充实的文献根据上 . 不作架空之言。

某些论点有创新价值，已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辑注部分收集了丰富

的资料，并且有所考辨 ， 将为学术研究提供实用的资料。



由于本人的能力和水平有限，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书 · 艺

文志》中的《六艺略》部分，这虽然是《汉书 · 艺文志》的核心部分，

但还有不少方面需要后继开展。另外，对有些专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甚至可能存在观点偏差，还有待专家指导和本人更进一步的学习与思考。

尹 4~
2012 年 6 月



g 麦

上篇论稿

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 ~ . . . . .….. 

《汉书·艺文志》图书的分类.........….........…..........…................ . .…...... ...… .11

《汉书·艺文志)) "赋"的分类与排序

一一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戚之属…...........................24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 ~...... ~ ....….........…….33 

《汉书·艺文志)) " )\.体六技"鱼议………..........………................................ 41 

论前汉儒学之隆兴.............…...... . .…..... .....… .............. .... .......….................. 49 

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一一先秦两汉经学与诸子关系论析........…….......................… ...........57

《汉艺文志考证》版本研究..........................................….........................… 63

《汉艺文志考证》的学术价值……................…................……….......……….. 70 

"目录学"商兑……...........~.................…..............….........… .......................84 

下篇辑注

凡例…….... ...….........……........…........ .... .... .... ............... .….... . ....…… ...... ...94

《汉书·艺文志》总叙.........………….......... .....……. .... ..………......... . . .. ..…… 96

《易》类........….........…….......…..... . ..…….. .....……….. ................. ....………… 112

《书》类....~....……….....................................................................…… .......139 

《诗》类....... ...... .. . ..……........................…·…...... ....... .…...... . ..... .... ........… ..174

《礼》类…·…………………………………………………………………………………….203

《乐》类……….......…........ ................叫...... .... .............. ........ .... ... .........………239



《春秋》类….......….......….-......….......….............................……… ................253

《论语》类.........……….......………·….......….......…...............…. ........... '--0... ~.… '307 

《孝经》类......... .............…·….............................….......… .......................329

《小学》类….......………........ . ..........………..............…….........… .............. . ...355

《六艺略》大序……...............…................圃 .......................................... . ......3966 

主要参考文献.川…….. ….川.. …… .. ….川.. ….川…….川…….. …… .. …… .. …… .. …….叫…….. …… .. …… .. …….υ…….川…….川…….. …… .. …… .. …… .. …… .. …….川…….. …… .. …… .. 川.. ……….…….….……..........……·……........….........…….-403 

后记……….......…........................…................….................… ................406



L~ 戏?搭

论 〈汉书·艺夫走 〉 的编二欠

摘 要: <汉书 · 艺文志》反映了西汉时期的学术状态、学科地位，有着较为

明显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价值判断;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目录学思想虽然还不能说是当时刘向、刘散文子和班回等人的自觉意识 ， 但

客观上已经初步起到了这样的效果。《汉书 · 艺文志》反映了"六艺"之学源

远流长 ，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键之所在，作为优势学科，具有无与伦比的地

位。诸子之学在汉代有了新的变化，其中道家(表现为黄老学说)和儒家先后

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扶持，儒家更是后来居上 . 因此其地位仅次于"六艺"。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不入《六艺略)，说明"六艺"并非信京之专利，而是华

夏民族精神的共同财富.儒家对它进行建设与维护最为有力，其他诸家也无不

受其影响 ， 只是在扬弃的表现上有着差异。"诗赋"为纯文学，和平时期较之

"兵书"更适应时代的需求.后者作为武备故退居于《诗赋》之后。《数术》之

学在刘、班等人来看已是小道，而《方技》可兹病养生亦白不可少 ， 而其投受

更具私密性，理当不为显学。 f 汉书·艺文志》编次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

其中子目的分类上。

中国目录学从"薄次甲 l.，; "tt 记录图籍"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飞

应当有一个摄氏的发展过程。汉代刘向《别录》、刘散《七略》到班固

{汉书 · 艺文志》的产生，标志着这个进程的重大推进。后来的《隋

书 · 经籍志>> (书 rl ~ !i.lG作《隋志>>)和《四j萃全书总目》等问录学著作

继承并发扬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这一优良传统， 因而它们都成

为学者的鸿宝，治学的津链。

从《汉书 · 艺文志》到《隋书 · 经籍志》再到《四库全书总目)) ~ 

等，它们在"辨章学术 ， 考镜掘流" 方面的共同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 : 就

一是通过大序和小序阐明其学术的价值和学科的特征 ， 一是通过对典 论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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