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古籍考校研究，是從事學術研究特別是古代典籍研究的起點，一直是古籍整理研究領域中

的重要課題。本文以享有盛譽的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為中心，從古籍整理學的角度出發，

綜合運用校勘學、版本學、語言學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知識，參考相關資料，對《漢書》進行較

為系統的考校研究。它是《漢書》文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也是構成「漢書學」的基本內容，

實際上是《漢書》研究的一項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

本文論述了《漢書》考校研究的意義，探討了《漢書》考校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通過中華

書局點校本與底本王先謙《補注》本的重新覆校，舉例說明點校本存在的徑改、徑增、徑刪等

諸多不合古籍整理規範的暗改現象，分析了點校本在學術成果吸收及文字校勘處理方面存在的

一些疏漏與不足，供大家討論。

本文認為，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確實存在著底本校對不精，某些文字處理不合古籍整

理規範，漏校、誤校、誤排不少，已有研究成果吸收不夠，多據殿本暗改底本，標點可商之處

不少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有必要在古籍整理理論和科學方法的指導下，充分利用現代化手段，

對已有研究成果進行較為全面的梳理鑒別，正本清源，求實存真，對《漢書》文本重新進行較

為全面的宏觀考察和微觀分析，探討其中存在的史料、底本、校勘、標點等各種問題，為今後

編纂《漢書》新整理本做一些基礎性工作，為今後開展全面的《漢書》異文研究積累資料。這

是新世紀《漢書》整理研究工作向縱深發展並爭取獲得突破性進展的需要，也是豐富古籍整理

學基礎理論特別是完善校勘研究理論的需要。21世紀需要更加科學嚴密、更能體現當代「漢書

學」研究水準的《漢書》新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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