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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專科目錄的編輯，看似僅需剪刀漿糊

拼湊即成，實際上卻非人人可為。如欲完成

一部質量俱佳的好目錄，筆者以為，應具備

「學養」、「耐力」和「經驗」三項要素。

首先，不論是主編或編輯群，都應有相當的

學識，否則，如何進行蒐集、選錄、辨識、

剔除等工作？誠然，主編皆屬該領域之專

家，例如林慶彰教授與《經學研究論著目

錄》，陳麗桂教授與《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

錄》，黃文吉、林玫儀教授與《詞學研究書

目》、《詞學論著總目》，鄭阿財、朱鳳玉

教授與《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等。這些學

者均是臺灣中生代經學、思想、文學名家，

由他們來主持，自然恰當不過。至於編輯

群，亦宜挑選專長相同或相近的碩、博士研

究生來組成團隊，這樣在進行時，一方面不

致限於識見而遺漏太多，另一方面也可藉機

培養專業人才，可謂兩全其美。

其次，要具備「耐力」。工具書

動輒費時數年方能告成，與事者包括主

編、編輯們，往往得在個人本份外，耗費

許多心力投入這個「雜務」，若將編目時間

換成寫文章發表，姑不論「質」之精粗，但

至少「量」也能增加，兩相權衡，又何必損

己利他、替人作嫁呢？所以，願意從事者，

既得忍受編輯流程的繁瑣、資料條目的雜

亂，還得在「內憂」（如升等、畢業）及

「外患」（如同儕競爭、就業市場緊縮）交

迫中堅持下去，若非具備極高的耐力，恐怕

難以貫徹始終，克盡其業，遑論日後還要增

補修訂，不斷續編。

第三，要具備「經驗」。今欲編輯一

部專科目錄，基本流程是先彙集前出的各種

相關工具書條目，納入己編後，再作刪訂、

增補；或參考他書體例，完全沿襲或斟酌

調整。簡言之，莫不是前有所承而後出轉

精。對於前者，一般在書末附錄「引用一覽

表」，明示取材來源，既顯參考有據，亦免

掠美之譏。至於後者，只需將不同目錄稍加

書評淵藪，治學指南

讀《當代新編專科目錄述評》

何淑蘋 ◎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當代新編專科目錄述評

林慶彰主編﹔袁明嶸編輯

臺灣學生/9710/341頁/21公分

380元/平裝

ISBN 9789571514062/016

書評淵藪，治學指南─讀《當代新編專科目錄述評》



72 ．治學工具之書，皆指示修學門徑，節省時間，且可觸類旁通 ◆ 林語堂

核對，從「目次」看分類是否相似，從「條

目」看著錄是否雷同，即知其所承，並非憑

空而來。可惜部分編者既不檢附引用書目

（或僅附簡目應付了事，遺漏甚多），也未

在前序或後跋中述及參考對象，這般攘善心

態著實可議。

由於編目是一項有功於學界卻吃力不討

好的工作，願意投身其間者，我們應該給予

高度肯定。而透過撰寫書評的方式，既可宣

揚價值，又可檢討得失，足供編輯者與使用

者參考。惟書評散見各處，尚賴蒐集彙整才

易於翻閱，林慶彰教授主編的《新編當代專

科目錄述評》一書，正是因應學界這樣的需

求而產生的。

◆	 內容簡介

目前已出版的文史哲專科目錄種類不

少，但迄今仍未有一部「編輯手冊」，可供

有志從事編目者利用，僅見由具編務經驗者

所撰寫的「編後記」、「編後感」一類文章

（注1），略述流程及所遭遇到的困難，聊

可參考，但仍嫌不足。林慶彰教授主編《專

科目錄的編輯方法》（注2），計收入專文

十篇，其中，胡楚生教授〈專科目錄的利用

與編纂〉和林慶彰教授〈專科目錄的編輯方

法〉兩文為總論，陳進益〈關於專科目錄中

「凡例」的一些思考〉、王清信〈專科目錄

「正文」編排相關問題探析〉、葉純芳〈專

科目錄「附錄」的檢討〉、薛雅文〈專科目

錄輔助「索引」的檢討與展望〉分別檢討凡

例、正文、附錄、索引四方面問題，何淑蘋

〈評《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初、續編〉、陳

邦祥〈評《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許

馨元〈評《中國文學論著集目》〉、謝旻琪

〈詞學研究目錄的開創與革新──評《詞學

研究書目》與《詞學論著總目》〉分別評介

四部目錄。全書雖僅收十篇文章，卻是首部

討論專科目錄之作。其後，林慶彰教授在臺

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為碩士班講授「文

史哲工具書研究」課程，為了培養學生掌握

各種工具書的能力，遂指定修課者就數十種

工具書逐一述評，然後擇取佳作彙編成論文

集。其中，歷代文學總集部分已輯一書，訂

名為《中國歷代文學總集述評》，交由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專科目錄部分則另行

輯成本書。

本書計收錄24篇文章，分成總類、經

學、哲學、歷史、考古、語言文字、文學7

類，內容包括﹕林慶彰教授〈《中國文化研

究論文目錄》評介〉、〈談《東洋學文獻

類目》〉、〈評《詩經研究文獻目錄》〉

與〈評《中國哲學史論文索引》〉4篇，

丁原基教授〈經學研究新方向──評林慶

彰教授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

1997）》〉、〈評《十三經著述考（一）》

──兼論《十三經論著目錄》〉2篇，何淑

蘋〈評《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

莊珮瓴〈《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述

評〉、黃議葦〈《兩漢諸子研究論著目錄

（1912－1996）》評介〉、陳逸軒〈《魏晉

玄學研究論著目錄》評介〉、袁明嶸〈《朱

子研究書目新編（1900－2002）》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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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啟川〈《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增訂

版）》評介〉、吳福助〈《戰國秦漢史論文

索引》評介〉、王桂蘭〈《戰國秦漢史論著

索引》（一∼三編）述評〉、周迅〈新方志

四十三年回顧──《中國新方志目錄（1949

－1992）》析評〉、徐建華〈評《中國家譜

綜合目錄》〉、趙威維〈《百年甲骨學論著

目》述評〉、鄭育如〈《敦煌學研究論著目

錄（1908－1997）》述評〉、陳恬逸〈《中

韓訓詁學研究論著目錄初編》述評〉、吳欣

潔〈評《中外六朝文學研究文獻目錄》〉、

趙威維〈《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目錄

（1950－2000）》述評〉、李天賜〈評《詞

學論著總目（1901－1992）》〉、劉芮伶

〈《湯顯祖研究文獻目錄》評介〉，以及憨

齋〈評《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等

24篇。

為求內容主題的完整，除收入選修課程

的臺北大學古文獻學研究所碩士生文章計13

篇，也酌予選錄其他相關書評。計臺灣作者

7篇，大陸作者3篇，包括：主編林慶彰教授

4篇，東吳大學中文系丁原基教授2篇，東海

大學中文系吳福助教授1篇，成功大學中文

系博士生何淑蘋1篇，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

周迅1篇，南開大學商學院訊息資源管理系

教授徐建華1篇，大陸學者憨齋先生1篇。

至於本書價值，約可分三方面言之：

第一，彙編成冊，便於參考。工具書

評介文章往往刊登在各種期刊中，臺灣書刊

評介多見載於《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

目季刊》等刊物，翻尋較易，而大陸幅員廣

闊，各地發行刊物數量浩繁，欲尋得這些散

見於四處的文章，洵非易事。今雖有「中國

期刊網」等電子資料庫可供檢索，但仍感不

便。林教授有計劃地安排學生分別評論，又

將其他相關文章酌予納入。網羅蒐集，薈萃

一編，省卻讀者不少查找翻檢的氣力，頗能

提供文史研究者參考之便。

第二，評定優劣，突顯價值。今時今

日工具書之編輯纂作已蔚然成風，單就經學

來看，近十年間陸續出版的目錄即有《十三

經著述考（一）》、《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1993-1997）》、《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

目錄》、《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等書。

工具書蓬勃出現的景況，固然令人欣喜，但

其中良莠不齊，精粗不一，或體例疏略，或

資料錯漏，或訛誤滋多。故工具書雖為研究

利器，但使用時亦需多加留意，以免誤信盲

從，遂轉引致訛。本書評價二十餘部目錄，

皆是文史哲領域較重要的工具書，可供讀者

參考，庶免錯引誤用情況發生。即如主編所

說：「如能透過這些專科目錄的書評，得知

哪些專科目錄編得好，哪些編得不好，對

學界的研究者來說，也有指引的作用。」

（〈編者序〉頁II）故本書實兼具提示蒐羅

資料門徑之功用，可視為治學入門指南。

第三，提出建議，冀求進步。書評之

作，須提出具體建議，要能指摘訛誤，訂正

疏失，進而提供編輯修訂再版，或續編時增

補前作遺漏之用。本書二十餘位作者中，如

林慶彰教授、何淑蘋、袁明嶸等，皆具編輯

實務經驗，評論較能深入；其餘作者雖未曾

書評淵藪，治學指南─讀《當代新編專科目錄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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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編目，但文獻所研究生平日即比他科系

來得更須時常翻檢各種工具書，從使用者角

度細加探論，評語亦能頗有見的。簡言之，

書評所指出的各種問題，既為針砭，更是良

藥，其間語氣容或嚴峻，亦有求全責備之苦

心在焉。編者如能虛心檢討，力求精益求

精，誠為學界之福、讀者之幸。

◆	 疑誤與建議

本書收錄二十餘篇文章，內容和價值已

如上所言。至於其間訛誤，就篇幅逾三百頁

的著作來說，不過大醇小疵而已。茲稍舉數

例，以供編者修訂再版參考。

其一，文字校對偶見疏失，包括訛字、

衍文，前者例如：頁31倒行8「張均衡」應作

「張鈞衡」；頁275行4「汪邵楹」應作「汪

紹楹」；頁291倒行4「商衍鑒」應作「商

衍鎏」；頁311行1「林枚儀」應作「林玫

儀」；頁325倒行4「晚名」應作「晚明」；

頁336倒行10「欽冰室」應作「飲冰室」；頁

339行8「商確」應作「商榷」。後者例如：

頁131注3行5衍一「的」字；頁311倒行4「這

兩個者」，衍「個」字。另外，〈《朱子研

究書目新編（1950-2002）》評介〉一文中數

次提到林慶彰教授主編的《朱子學研究書

目》一書，但皆將收錄時間下限「1991」誤

作「1990」。

其二，部分內容或待商榷，例如評

論《中外六朝文學研究文獻目錄》，認為

該書體例宜「統一著錄項目與標點」（頁

272-273），但細看本篇內容卻未述及「標

點」問題。又，〈評《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

說目錄》〉一文，編者於該篇首頁加注說

明：「憨齋，為作者之筆名，真實姓名待

查。」（頁333）按：「憨齋」即「楊東甫」

（1952-）。楊氏專研中國古代文學，現任廣

西師範學院教授、研究員，編著有《中國散

曲史》、《中國幽默文學史話》、《唐詩新

選》、《史記傳記賞析》等二十餘種專著，

發表文章逾兩百篇，散見於各報刊，署名包

括東甫、憨齋、山人。（注3）他在《閱讀

與寫作》期刊上已發表多篇書評，除〈評

《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外，還有

〈叫人如何能「幽默」——《幽默詩文小品

1001》指謬〉（2003：1）、〈《中國曲學大

辭典》商榷〉（2003：4）等。

在建議方面，文史哲專科目錄相關書

評，除本書所收外，還有不少文章，例如：

黃寬重〈宋晞教授編《宋代研究論文與書籍

目錄》評介〉、陳文豪〈田靜《秦史研究

論著目錄》評介〉、周西波〈評：王卡著

《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

引》〉、何淑蘋〈《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

錄（1901-2000）》評介〉、方建新〈《二十

世紀宋史研究論著目錄》評介〉、丁原基

〈《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與《乾嘉學術

研究論著目錄》──瞭解清代經學研究的雙

璧〉等（注4）；還有與本書選評對象相同

者，例如：榮新江〈評《敦煌學研究論著目

錄（1908-1997）》〉、耿立群〈《魏晉玄學

研究論著目錄》述介〉、郭延禮〈一部富有

學術意義和使用價值的工具書：推薦齊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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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增補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

等。（注5）上述諸文皆值得收入，以供讀

者參考。

另外，專科目錄提供研究便利，使

用者雖眾，但書評卻不多見。林教授藉由

講授課程的機會，讓研究生針對十餘部

目錄加以述評，適可填補不足；然而，

尚有一些文史哲專科目錄亦頗有價值，

可予評介，例如歷史類有《史記研究資

料索引和論文專著提要》、《司馬遷與

《史記》研究論著索引》、《隋唐五代史

論著目錄（1982-1995）》、《二十世紀遼

金史論著目錄》、《中國近八十年明史論

著目錄》、《1945-2005年台灣地區清史論

著目錄》；考古類有《中國考古學文獻

目錄（1900-1949）》；語言類有《中國語

言學論文索引（1981-1990）》；文學類有

《近五十年台灣地區修辭學研究論著目錄

（1949-2005）》。（注6）綜上所述，未來仍

希望林教授可以仿照此書作法，讓學生針對

特定對象撰文，並兼收其他發表於報刊上的

書評，再次彙集成冊，作為「續集」出版，

則《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當代新編專

科目錄述評》初、續編，三書所累積的數十

篇文章，當可作為日後有心人士撰寫「當代

專科目錄學史」之重要參考材料。

◆	 結語

綜觀本書內容，不難發現，這些專科

目錄已建構資料庫可供網路檢索者，僅有

《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東洋學文獻

類目》、《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兩漢諸

子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

錄》、《魏晉玄學研究論著目錄》數種而

已。（注7）而《朱子研究書目新編》雖隨

書附贈光碟，但僅限購書者方能利用，影響

仍相當有限。現今地球村的社會，資源理應

共用共享。是故，各目錄若能將紙本化身為

資料庫，免費提供線上檢索，甚至可以跨庫

聯合檢索，打破時空、種類限制，將更便使

用。對於學界資訊的交換、研究風氣的提

升，必定會有莫大助益。

另外，本書所評二十三種目錄中，臺灣

有十二種，中國大陸有九種，日本有兩種。

一方面顯示出臺灣雖不像大陸擁有眾多人力

資源，但部分學者不畏艱辛、披荊斬棘，亦

能編製出優質目錄，足見臺灣在漢學研究上

的積極與貢獻。另一方面，本書不僅選擇海

峽兩岸文史專科目錄，同時兼收日本所編，

除供參考外，亦提醒大家應多關注彼邦成

果，並寓有鞭策兩岸學界之深意，誠如憨齋

先生評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

錄》所言：「這樣的工作由一個外國人來完

成，這也是我們中國小說研究領域的學者們

應該為之遺憾的事情，因為我們已經完成了

所有的基礎工作和前期準備工作，卻沒人及

時把這些工作加以歸納總結，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見本書頁341）中國文史哲研

究成果卻由域外人士搶先編出工具書，我們

使用時怎能不感汗顏？故兩岸學者應群策群

力，填補此間空白，莫讓域外學者捷足先登

後，再徒興慨嘆。

書評淵藪，治學指南─讀《當代新編專科目錄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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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例如侯美珍：〈事非經過不知難〉，《國文天

地》第11卷第4期（1995年9月），頁90-96；何

淑蘋：〈《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

編後感〉，《經學研究論叢》第12輯（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2004年12月），頁337-349。

2. 林慶彰主編，何淑蘋編輯：《專科目錄的編輯

方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9月）。

3. 楊東甫先生個人資料轉引自廣西師範學

院網頁（http://www2.gxtc.edu.cn/chinese/DD/

wenxian/200706/26769.html）。

4. 各篇書評出版項如下：（1）黃寬重〈宋晞教

授編《宋代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評介〉，

《食貨月刊》第13卷第9、10期（1984年1

月），頁87-91。（2）陳文豪〈田靜《秦史研

究論著目錄》評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

報》第41期（2000年7月），頁315-322。（3）

周西波〈評：王卡著《敦煌道教文獻研究─

─綜述‧目錄‧索引》〉，《敦煌學》第26

輯（2005年12月），頁221-226。（4）何淑蘋

〈《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1901-2000）》

評介〉，《書目季刊》第41卷第1期（2007年6

月），頁185-195。（5）楊芹〈方建新《二十

世紀宋史研究論著目錄》評介〉，《中國史

研究動態》2007年第10期（2007年10月），頁

30-32。（6）丁原基〈《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

錄》與《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瞭解清

代經學研究的雙璧〉，《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第107期（2007年11月），頁20-22。

5. 各篇出處如下：（1）榮新江〈評《敦煌學研

究論著目錄（1908-1997）〉，《漢學研究通

訊》第19卷第4期（2000年11月），頁649-651。

（2）耿立群〈《魏晉玄學研究論著目錄》述

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94期（2006年

10月），頁16-19。（3）郭延禮〈一部富有學

術意義和使用價值的工具書：推薦齊魯書社出

版《增補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明清

小說研究》2002年第4期，頁247-249。

6. 諸書出版項如下：（1）楊燕起、俞樟華編：

《史記研究資料索引和論文專著提要》（蘭

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2）

徐興海：《司馬遷與《史記》研究論著索

引》（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1

月）。（3）胡戟編：《隋唐五代史論著目錄

（1982-1995）》（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7年5月）。（4）劉浦江：《二十世紀

遼金史論著目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3年10月）。（5）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

究所明史研究室編：《中國近八十年明史論

著目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2

月）。（6）周惠民主編：《1945-2005年台灣地

區清史論著目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1月）。（7）北京大學考古系資料室編：

《中國考古學文獻目錄（1900-1949）》（北

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7月）。（8）中國社

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中國語言學論文索

引（1981-199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1月）。（9）溫光華編：《近五十年台灣

地區修辭學研究論著目錄（1949-2005）》（臺

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5月）。

7. 各目錄檢索網址如下：《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

錄》（http://readopac.ncl.edu.tw/cult/），京都大學

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學文獻類目》（http://

www.kanji.zinbun.kyoto-u.ac.jp/db/CHINA3/index.html.

ja.utf-8），《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兩漢

諸子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

錄》、《魏晉玄學研究論著目錄》俱屬漢學研

究中心專題資料庫（http://ccs.ncl.edu.tw/ccs/TW/

ExpertDB.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