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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稿》原本是應

國立編譯館邀約而擬定的 30 章《中國歷代

藝文志考評》，預計分總論與分論兩部分來

論述。總論即《考評稿》中的〈史志的體

例〉、〈史志的著錄〉、〈著者的問題〉、

〈著錄的順序問題〉、〈史志與其他書目的

關係〉、〈史志與校讎學的關係〉、〈史志

的整理與點校〉 7 篇文章。而分論部分，依據

曾聖益〈後記〉所述，喬先生在〈歷史藝文

志漫談〉一文，已經理出要從正史藝文志、

補志、志補、非正史的藝文志、考志和綜合

討論六大範圍來討論。可惜的是，因為諸多

的人生意外，本書只收錄〈《新唐書．藝文

志》考評〉和〈《文獻通考．經籍志》考

評〉兩篇完整的文章，而中國現存最早的圖

書館目錄《漢書．藝文志》，只能以〈《漢

書．藝文志》體例表解〉放在附錄裡。

其實從喬先生已發表過的單篇論文中，

可以發現分論部分的撰述內容有些已經

寫定，如〈漢書藝文志中的篇與卷〉、

〈宋史藝文志考評〉、〈遼藝文志綜

錄〉、〈通志藝文略考評〉、〈通考經

籍考述略〉、〈經義考所引千頃堂書目彙

證〉、〈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引得敘

例〉、〈論千頃堂書目經義考與明志的關

係〉、〈千頃堂書目校證〉、〈崇文總目考

略〉、〈崇文總目輯本勘異〉、〈玉海藝

文部述略〉、〈直齋書錄解題版本考〉、

〈郡齋讀書志中的版本資料〉、〈郡齋讀書

志研究〉、〈郡齋讀書志中之小序〉等文，

若是「以舊稿為基礎，再進行小部分的增刪

改補，完成《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應非難

事。」只是「不願意直接編輯舊稿成書」的

喬先生，認為「舊稿須要大量的增補資料，

有些則須要大幅度修改。而近年來大陸學者

的論著、若干觀點……很值得參考，部分說

法則需要辨正」。其嚴謹的治學態度，雖然

增添了《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的分量，相

對地也提高了撰寫上的困難。

從預定的架構中，喬先生不僅要對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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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全面性的詮釋分析，同時也想深入考訂各

志的分類結構和輯佚、校讎、版本的關係，

目的是想完成一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的目錄學流變史。

究竟史志對學術史的重要性如何？喬先

生特別推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一

本懂得利用史志寫成的小說史，並認為該書

「是一部經典之作，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部

小說史能夠取代它。」由於魯迅對於「清朝

人研究先秦群經、諸子的方法，有很深刻的

認識，並且以清朝人研究群經、諸子的功力

和方法，用來研究小說」，而他的「這種功

力，那就不是只是抱著幾本小說翻來翻去的

研究者所能比得上的。」因為魯迅懂得採用

「《漢書．藝文志》中小說這一類的小序，

並從《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十幾種小說的

書名，來分析和推測這小說可能內容，以此

作為他寫漢代小說史的基本架構。而且他還

從史志著錄分析各朝代小說的特色。」

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一書，闡明目

錄學是「要以能敘學術源流為正宗」，謂

「凡目錄之書，實兼學術之史」。在這樣的

概念根基上，我們看待史志裡的圖書資料，

就好比今天看圖書館裡的圖書目錄，除了具

有藏書目錄的功用，做學術史研究的人，如

能好好地利用史志裡的資料，不僅可以分辨

並分析一本書在歷代的出版流通狀況，若是

將其擴展開來，則可寫出某個專門學科的演

變史。

長久以來，目錄的編製，已成為圖書館

或少數文獻工作者願意付出心血的工作，由

於人力、才能、時間與資金的限制，也只能

著重在書名、著者、卷（頁）數、出版者、

出版年的簡單著錄格式上，至於小序、總

序，或是解題、提要，已經很少有人或有能

力者撰寫。可喜的是，中研院文哲所2003年編

譯的漢文版《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與2004

年的《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補遺》，為漢

文學者提供了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與

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等五個單位所典

藏的大批漢喃古籍與地方文獻資料，並且仿

小序方式撰寫了提要，目前已成為國際漢文

典籍目錄的重要參考資源。

所謂歷史藝文志，依現代術語，意謂

「國家書目」，它是官方依時代而編成的圖

書目錄，有的專紀一代，如《漢書．藝文

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

文志》、《宋史藝文志》、《清史稿．藝

文志》；有的則通紀數代，如《通志．藝文

略》。雖然只是藏書目錄，研究者若能仿魯

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從各志的體例，了

解其著錄格式和分類，必能整理出各時代的

學術特色。而本書的主要論點，其實也是注

重在分類和書目著錄上。喬先生以為「分類

才能表現學術演變」，無論是七部、六類、

四部，或十二類、十類等分類法，雖然是

「欲人即類求書，因書就學」，卻已呈現出

各代學術知識的演變。其中與書目利用最有

關聯的，則是「互著」與「別裁」這兩種著

錄體例。

喬先生在〈史志的整理與點校〉中特別

談到：「編纂書目時用別裁的體例，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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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節制，如果漫無節制，那就成為編纂

類書，而不僅是別裁了。」不過，也「有些

人覺得某一部書中的某些篇章特別重要，

或者特別感興趣，因此針對這些篇章加以

研究」。不禁使人想到近 20 幾年來，中國大

陸出版的許多叢書，都是從中國歷代古書中

別裁而出。譬如《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的出版，是九○年代法律古籍整理的重要成

就。從甲骨金文簡牘、漢代屯戍遺簡、吐魯

番文書、敦煌文書、大明律例、大清律例、

蒙古律例等，到盛京滿文檔案的法律文獻收

錄，反映了中國法律史的演變。該套叢書確

實有其方便性與專業性，但是研究者如果省

略了查找原書，做上下文意的推敲考證，很

有可能會落入資料裁剪上的錯誤解讀。

那麼，編目人員面對叢書在編目上，

又該如何詳細分析其各項子目，以方便讀者

查找該書在叢書第幾冊？在編目規則上，是

必須做分析片的；但目前查考各圖書館的線

上館藏目錄，以「中央研究院圖書館館藏目

錄」這項工作做得最好。

而同樣的書，分在不同類別，也考驗著

編目人員的分類知識。目前圖書館對於圖書

的處理，往往限於一書一號，以方便歸類上

架，因此無法求其周全。姚名達《中國目錄

學史》曾指出︰「我國古代目錄學之最大特

色，為重分類而輕編目，有解題而無引得。

分類之綱目始終不能超出《七略》與《七

錄》之矩矱，縱有改易，未能遠勝。」認為

「分類……與其依學術而十進，不若依事

物而標題」，故而提倡主題目錄。喬先生也

認為「在分類編目之外，再用標題來處理，

就可以達到互著別裁的效果。」所以圖書館

除了分類表的持續修訂外，近年來也注重主

題詞表的編製，藉以彌補現代十進分類法的

不足。而張師錦郎所主編的《中國文化研究

論文目錄（1946 - 1979）》〈凡例〉十四第 7 項

言：「凡篇名討論二個以上主題時，作分析

片，歸入有關各類。如『陶謝詩韻與廣韻

之比較』，分別歸入陶淵明詩（文學古典

詩）、謝靈運詩（文學古典詩）及廣韻（語

言聲韻）」，為「互著」下了很好的註釋。

由於圖書館與目錄學的關係，向來深

厚悠遠，尤其在編目分類與目錄索引的編製

上，可說是承襲了歷代藝文志的精神。該書

雖以考評「中國歷代藝文志」為敘述主線，

但是服務過圖書館的喬先生，喜歡在其中穿

引比較現代圖書館實務上的一些觀點，頗值

得圖書館工作者省思。

不過，由於本書是由蕭及聰與曾聖益兩

位先生，根據喬先生的口述錄音、筆記所整

理而成的文字稿，難免在口音上有所誤判，

因此稍有些許瑕疵。如 23 頁第 7 行「我聽林

炳真先生告訴我，他在日本時……」，其中

「林炳真」似為「林孟真」之誤；而36頁第4 

至 5 行「特別像在曾棗莊主編，成都巴蜀書

社出版的《全宋文》……」，會讓讀者以為

《全宋文》全部是由巴蜀書社出版。其實巴

蜀書社只出版了 50 本《全宋文》，因為經濟

方面的原由，其餘 310 本轉由上海辭書出版社

和安徽教育出版社於 2006 年 8 月聯合完成。由

此，警惕做口述歷史的人，除了忠實記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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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者的敘述外，同時要有本領挑出口述者的

錯誤。也就是說，口述歷史的整理、核對、

謬誤查證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由於本書是

倉促間編輯完成，所以校訂上的疏失在所難

免。如56頁第7行「宋末王應麟的《漢藝文志

考略證》」漏了「書」字。 130 頁（1）《六

藝略》禮類（ 13,515 ）應更正為「 555 」。 

132 頁（ 5 ）《數術略》「歷譜」之「歷」為

「曆」之誤、總計卷（ 90,2528 ）應更正為「 

109 」。這些錯誤，我們只能期待再版時能一

併訂正。

長期在古典目錄學研究的喬先生，其

著作《書目叢編敘錄》、《書目續編》、

《書目續編敘錄》、《書目三編》、《書目

三編敘錄》、《書目四編》、《書目四編敘

錄》、《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圖書

印刷史論文集續編》、《陳振孫學記︰直齋

書錄解題研究》、《宋代書目考》、《史筆

與文心︰文史通義》，以及單篇論文結集的

《古籍整理自選集》，涵蓋了目錄學史、版

本學和校讎學的範圍。而從既有的研究資料

顯示，我們知道歷來研究者，多著眼於目錄

學理論的研究，鮮少有實際的工作經驗。臺

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目錄學組（今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的喬先生，在國立中

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的15年工作經驗，

加強其以目錄書為研究職志。其學以致用，

博通古今的知識，沈津稱譽「他的實踐經驗

是很豐富的。今天的臺北，如要再找喬公這

種專才，那是沒有的了。」

其實喬先生一直以來想要建構自己的目

錄學體系，然而太多不可預測的人生事件，

阻擾著他的著述，如今在他逝後，只能以曾

聖益先生記錄整理的《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

稿》面世。雖然該書無法呈現起初預定的目

標，但 141 頁的篇幅，前 7 篇的原總論部分，

其融通的史志思維，是全書的精華；而《新

唐書．藝文志》和《文獻通考．經籍志》的

考評，更顯出其用功的準度。

而隨著學術研究成果的累積，除了書

目編製外，也發展出與書目同等重要的另一

種研究論著目錄。這種研究論著目錄，是最

能呈現某專門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如林慶

彰與陳恆嵩先生所主編的《經學研究論著目

錄》，彙集了 1912 年至 1997 年間，臺灣、

中國大陸以及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而林先

生與蔣秋華合編的《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

錄》，因專收 1901-2000 年間，臺灣、中國大

陸、日本和歐美等地研究晚清經學的相關

專著和論文，故而此書可視為反映 20 世紀

研究晚清經學的一項總體成績。

余嘉錫說︰「治學之士，無不先窺目錄

以為津逮」。 20 世紀拜電腦科技之賜，臺灣

60 年代末，即以發展線上目錄作為 e 化服務，

開創了傳統目錄學未能達到的新境界。但是

從事目錄工作者，也面臨著古今新舊知識的

繼承與創新問題。國家書目既然是一個國家

全部出版品的現況與歷史記錄，是各門學科

掌握資訊的重要來源。但從歷代藝文志圖書

的散佚、校讎、版本考訂等研究情形來看，

如何編好「國家書目」，使之成為有效的資

訊利用服務，確實考驗著現代目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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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上，如

何借鑑西方目錄學與中國目錄學知識，以開

創新的目錄學研究，相信是喬先生所欣於見

到的願景。

◆  喬衍琯先生著作目錄

1. 書目叢編敘錄  喬衍琯撰  臺北︰廣文書

局  1968.09 

2. 書目續編  喬衍琯主編  臺北︰廣文書局  

1968.09

3. 書目續編敘錄  喬衍琯撰  臺北︰廣文書

局  1968 .09

4. 書目三編  喬衍琯主編  臺北︰廣文書局  

1969.03 

5. 書目三編敘錄  喬衍琯撰  臺北︰廣文書

局  1969.03 

6. 書目四編  喬衍琯主編  臺北︰廣文書局

編譯所  1970.08 

7. 書目四編敘錄  喬衍琯撰  臺北︰廣文書

局  1970.08 

8. 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  喬衍琯、張錦

郎同編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5.09 

9. 圖書印刷史論文集續編  喬衍琯、張錦

郎同編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7.09 

10.  陳振孫學記 : 直齋書錄解題研究  喬衍琯

撰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0.06 

11.  史筆與文心 : 文史通義  喬衍琯編撰  臺

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81.01 

12.  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修訂版）  喬

衍琯、張錦郎編輯  臺北︰文史哲出版

社 1982.09  ISBN 9575474643

13.  宋代書目考  喬衍琯撰  臺北︰文史哲出

版社  19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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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  ISBN 9789575497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