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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北京大学 824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 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北京大学 824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考研真题汇编及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1．北京大学 824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回忆版）2009、2012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2．附赠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①文献学相关 2011、2013-2022 年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

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二、2024 年北京大学 824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考研资料 

2．文献学概要》考研相关资料 

（1）《文献学概要》[笔记+课件+提纲] 

①北京大学 824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之《文献学概要》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北京大学 824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之《文献学概要》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北京大学 824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之《文献学概要》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4．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 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5．北京大学 824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考研初试参考书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古委会《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 

董洪利《文献学概要》 

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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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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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24 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文献学概要》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文献与文献学绪论 

1.“文献”释义 

（1）“文献”的起源： 

“文献”一词，在我国不但溯源甚早，而且有具体内容。 

我国文献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做出较准确的结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

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完成了由文

字到文献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如下： 

①《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

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而

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1877～1927）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

代世表》是“信史”，（补充：《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这两篇文

章收录在《观堂集林·卷第九·史林一》。王国维并订正了其中的错误，如“报丁、报乙、报丙”应校正为“报

乙、报丙、报丁”。王国维用古文字材料和古文献相互印证去考核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

一直被后人称道，他曾被誉为“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用“古史新证”四个字基本总结他的学风和成就。

《观堂集林》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的一部自选文集，反映了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学

术史中的不朽之作。《观堂集林》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宽广。其《艺林》系遵《汉书·艺文志》所设《六艺

略》，指经学，包括《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尔雅》，以及小学，小

学又分文字、音韵。 

②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商代的竹

木文献没有保存下来。作为商代才有文字而夏代尚无文字之根据，这也是不能成立的。 

③殷墟甲骨文是较为系统成熟的文字、其数量、规模及完备程度说明它已经不是早期原始文字，一定

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特别是 1983 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

时间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据考证，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还要早五百年以

上。 

④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佞人殆。”）。 

⑤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桀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

这也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的旁证。 

⑥《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

乃出奔如商。” 

⑦《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上述诸条虽为旁证，但足以说明

夏代有文献并非无稽之说。不过，夏代是否有史官和典籍图书，有待探索。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

将人类知识记录在各种载体，如纸张、胶片、磁带等物体上。不过这一含义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的结果。

在古代，文献所指与今天不尽相同。 

文献自古就有记事的功能，不过人类最初的记事方法和文献还没有直接的关联。 

（2）什么是文献？ 

“文献”一词的出现则稍晚。 

①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此处的“文献”不外乎两层含义。“文”是指书籍典册，“献”则指硕学鸿儒，前者指物，后者指人。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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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已充分认识到，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活动及其人们由此

所获得的认知等不仅要靠文字记录得以流传，而且要靠口碑来流传。 

这是对“文献”两字的最早解释。 

从以上的考察分析，孔子不仅注重旧有的记载，即文章、典籍，而且注重现实的考察，因为现行社会

制度中包含古代典制的遗存，而通晓典制的人（贤即“献”）则是参验古今的主要依赖，这也正是孔子亲自

去杞、宋的原因。正如清人刘宝楠释“献”为“秉礼之贤士大夫”，刘师培《文献解》也说：“孔子言夏殷文献

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均是领会了郑玄、朱熹的释义。以上的解释说明，

既可以是书，也可以是人，二者通称为“文献”。 

后世学者对“文献”的解释不同： 

②郑玄的解释郑玄：“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以“文章”、

“贤才”解释“文献”） 

③朱熹的解释朱熹《论语集注》注释《八佾》道：“文，典籍也。献，贤也。” 

由此可见，“文献”作为复合词，其初义当指“典籍与贤才”，即重要的文字资料与贤能之士。在孔子生

活的时代，由于书写工具或印刷条件的限制，使相当多的知识，不能完全通过文字而往往通过口耳相传。

因此，人们为了获得知识，不能不既注意查阅典籍，又重视咨访贤者。“文”与“献”并重，正是当时客观实

际的反映。 

到了后世，随着社会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或印刷术的发明，“献”即贤者的言行被记录下来，如孔

子在其时代被视为“献”，其言行记录《论语》又变成“文”。可见，“文”与“献”不是对立的，今天的“文”未

尝不是昔日的“献”，而今天的“献”，又未尝不是将来的“文”。于是，人们逐渐偏重于书本知识而轻视传闻。

“文献”一词也就由联合式的合成词，演变为偏义复合词，专指“典籍”一义，而“献”字也慢慢失去其本义。

如宋末元初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 

④马端临的解释“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诸子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

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致名流之燕谈，

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此段文字

可参见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下册《文献通考·屯田》） 

从马端临的解释看，“文献”是指偏重于叙事的文字资料和偏重于论事的言论资料。因此，“文献”可认

为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 

实际使用情况，例： 

元·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 

明《永乐大典》原名《文献大成》。 

明·谢肇淛（zhè）《滇略》卷六《献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志乡贤也。” 

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献”也是这个意思。本书包括总目、通检、满汉同姓名录、钦定宗室王公

黄功绩表传、钦定外藩蒙古四部王公表传等，凡 720 卷，取材于清史馆传记及诸家碑传、墓志、文集、丛

抄等，收录天命元年至道光十三年满汉朝野人物达万余人，凡所采录，官书居前，私著于后，均录全文，

附载撰人。 

在“文”与“献”中，“文”的含义易于理解；而“献”的本意今天已很少使用。实际上，文和献之间的关系

非常密切，很多情况下还可以互相转化。今天的文，未尝不是昔日的献，而今天的献又很可能成为以后的

文。“文献”一词随着历史的演变，到元代以后越来越侧重于指代文字资料。到今天，我们提到“文献”，已

经基本上是指古代的“文”了。 

我们现在所谓的“文献”是取它“文”这一层涵义，“献”的涵义已淡化消失。“文”包括甲骨、金石、简策、

缣帛，直到纸张等材料之上所写的文字，用《辞海》的释文来说，就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资料”。 

文献具备三个属性：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文献情报技术语国际标准》中，对文献的解释如下：“在存储、检索、利

用或传递记录信息的过程中，可作为一个单元处理的，在载体内、载体上或依附于载体而存储有信息或数

据的载体。”简而言之，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文献著录总则》）。它由三个要素组成：物质

载体，相应符号，和知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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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要素中，文字是第一位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

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文献”一词的涵义很广，通常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诸如图书、期刊、报

纸与特种文献。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一般是指记录“五四”运动以前各种知识信息的印刷品与非印刷品。 

文献的分类 

就时代而言，有古代文献、近代文献、现代文献、当代文献；就学科的角度而言，有语言文献、文学

文献、历史文献、哲学文献、医学文献、法律文献、经济文献、宗教文献、科技文献等；就文献组群看，

可分为出土文献、敦煌文献、地方文献等。 

自古迄今，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免发生散佚、文字讹误、衍脱、以及伪滥等情况，

对我们的搜集和利用工作造成很多不便。 

为了能够用较少的时间网罗最必要的文献资料，同时在鉴别的基础上确定较早而可靠的版本，并尽可

能对原始文献进行整理加工，以便利更多的人使用，就形成了一门专门之学——文献学。 

 

2.文献学及其研究对象与范围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历代古籍，研究内容主要是考证古籍源流以及整理古籍的理论与方

法。 

文献学主要是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

献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等。目的在于：全面认识文献，学会在浩如烟

海的文献中，用较少的时间，找到尽可能全的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同时还要有能力对这些资料的不同

版本进行鉴别，确定较早的、较全的、较可靠的版本。而且有能力对原始文献作整理加工，自己使用以外，

还可以供更多的人使用。一句话，文献学是通向文献宝库的门径，是打开文献宝库的钥匙。清人张之洞曾

告诫青年学子：“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輶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古

今中外文献之富，无法形容，到了图书馆，你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别说一生，就是三辈子、五辈子也读不

完，真正是“书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用较短的时间、有限的精力读自己最需要读的书，网罗最必

要的文献资料，来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作出超越前人的成绩，是每位学者必须解决的课题，只有这样才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那么“门”在何处呢？要找到门，就应当学习文献学。 

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向来被称为古典文献学的三大支柱。就版本目

录学来说，主要讲授版本目录学发生发展各个阶段中主要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的贡献、目录书的基本类型，

编制体例的演变过程。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授版本学知识，包括古籍版本的基本类型和主要特征、

基础理论与主要成就；并结合实践，让学生了解掌握利用版本的方法，提高辨别版本的能力，为以后的古

籍整理和文献学工作打下基础。 

1923 年梁启超首创“文献学”之名，他认为“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

概念的外延与内涵都很广。 

1928 年郑鹤声、郑鹤春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中说：“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

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作者分别论述了古籍图书在分类、目录、校勘、编纂、

翻译、版本和印刷方面的源流和概况。在当时的条件下，作者注意到把上面的问题，纳入文献学的研究范

围而加以讨论，是难能可贵的。 

1953 年王欣夫《文献学讲义》指出：广义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

至少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根据前人积累的经验，实践的效果，本课定为三个

内容：（1）目录；（2）版本；（3）校雠。 

本课程研究对象：结合教材实际和今后应用，本课程对象讲述什么是文献，历史文献的载体，目录、

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 

 

3.学习历史文献学的意义 

只有掌握了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在利用文献的过程中“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否则，不仅会影响

学习效率，还会闹出笑话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要能全面掌握并正确利用我国历史文献，并不是一件轻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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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事。正如梁启超先生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

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贡献于世界

者，皆可以极伟大。”（《中国历史研究法·序》） 

整个知识界、文化学术界，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文献学知识。 

学习古典文献学有助于培养精品文献的意识，树立出精品的观念，从而使我们整个社会不断产生可靠

的文献，为后人留下可靠的历史资料。 

在现代、当代有不少非常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博通古今，他们的深厚的文献学修

养为他们的著作或创作做注入了非常丰厚的营养，我们在研究他们的作品时，有些常识就必须具备。可见，

无论研究古代学问还是近代现代学问，都离不开文献知识，没有文献知识，我们就无法深入的研究，有些

问题看起来了无用处，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 

教材举若干具体事例，可见版本目录学的知识范围，并申明学习版本目录学的必要。 

（1）1998 年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叫《文致》的书，这是明末天启崇祯时期的杭州进士

刘士鏻编选的一部文选，共收入汉魏六朝到明朝六十余位作家的八十多篇文章。这本书的标点整理者在《前

言》开头说：“《文致》，一部难得的明人不传秘籍，今在韩国发现。一九九六年仲夏，我应韩国国立忠

南大学赵钟业教授的邀请，赴韩国出席‘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于不意中发现一部明代汉文手抄

本秘笈，书名《文致》。赵先生说：这是姜铨燮教授的珍藏本。” 

这是不是一本“不传祕笈”呢？不仅不是，而且可说是传本甚多…… 

（2）某一年的小学寒假作业，内封面或封底画的是历史故事，是一位知名画家画的，其中有汉代张

良“圯下取履”的故事，其中一幅是黄石公授给张良《太公兵法》，画的是线装书一函。…… 

（3）1998 年上海一家出版社重印《伪书通考》，用 1939 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影印。《伪书通考》，

近人张心澂撰，专门收集历代学者考辨伪书的资料，以书为单位，逐条罗列，是查古书真伪问题的权威工

具书。193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 年由商务出版修订本。修订本不仅订正了初版的错误，而且材料

大大丰富。今天重版此书，显然应选择增订本作底本。选择 1939 年的初版本，将会为读者提供一部相对

不完善的工具书，也是对已故作者的不尊重，这是不应当的。 

（4）1998 年一家教育出版社排印近人董康《书舶庸谈》，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书舶

庸谈》是董康在 1926～1936 年四次到日本访问的日记，其中主要内容是在日本访求中国古书珍本的记录，

在文献学上很有价值。这部书 1929 年初次出版四卷本（石印三册），仅有 1926 年 11 月至 1927 年 5 月访

日的记录。1939 年董康又自己出资刻印木版本九卷，内容增加了。显然九卷本是足本，初出四卷本只是四

次访日当中第一次访日的记录。《新世纪万有文库》是精心策划的一部丛书，但《书舶庸谈》选择底本的

失误，无疑是这部丛书的一个小小的缺点。该书的九卷足本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采用的是该书的另

一名称《董康东游日记》，不但内容足，点校精，而且加编人名、书名索引。两相比较，优劣自见。 

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仅学贯中西，而且淹通古今，蔡元培、鲁迅、胡适、

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献修

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修养为他们的著作或创作都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究之必要的。

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些人物的作品，有些常识就应当具备。比如林纾（琴南）有《致蔡鹤卿太史书》，开头

称呼“鹤卿先生太史足下”，……只有在翰林院任修撰、编修、检讨者，才能称“翰林”，不是所有进士都有“翰

林”头衔的。例如姚鼐是进士，不是翰林。 

补充：以张英和姚鼐例，说明进士与翰林间的关系；说明编修任职的基本条件；结合教材福山王文敏

公 388 页说明清代文臣谥号“文”基本要件。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清代名臣、文学家。张英幼读经书，过目成诵。康熙二年（1663）

中举人，六年中进士，适父秉彝卒，乞假归桐城。十二年授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升任侍读学

士。谥号“文端”。 

方苞（1668～1749）。号望溪。《清史稿》未写谥号。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清史稿》未写谥号。 

“太史”，也只有史馆修撰、编修、检讨才可有此头衔。可知蔡元培是进士之优者，曾是翰林院编修兼

史馆编修，所以有“太史”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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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24 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考研辅导课件 

 

《文献学概要》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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