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上編旨在通過文獻梳理構建清晰的唐代類書發展史、編纂史。唐代是中國類書發展

的成長期、高潮期，湧現出了眾多的各式類書，後世類書的發展、演變也多根源於此；官修

類書之外出現了大量文學類書、科舉類書，類書編纂受到帝王將相、文人墨客、高僧高道的

青睞，尤其是唐朝前期的幾位皇帝，多敕令修纂類書，於是大量類書著作湧現出來。本書就

是要從文獻編纂學的角度出發，以《舊唐書‧經籍志》子部之「類事」與《新唐書‧藝文志》

子部之「類書類」所載類書典籍為線索，輔之敦煌類書、域外漢籍，對唐代類書尤其是官修

類書的發展史、編纂史做一個全面而翔實的考察，弄清每一部類書的編纂時間、編纂地點、

編纂者、編纂體例等問題。

本書下編旨在通過對唐代諸類書的比較研究，探究唐代類書編纂之深層次脈絡問題，類書

之編纂多是因襲前代類書，而後世類書之底本究竟是前代哪部類書？一直是學界關注考察的要

點，我們主要針對《藝文類聚》與《初學記》展開討論，探究類書編纂過程中的底本問題。前

輩學者多言《藝文類聚》源自《華林遍略》，《初學記》源自《修文殿御覽》，並認為這兩個流傳

系統之間關係不大，其實如此簡單的判定是有問題的，是對文獻的誤讀，我們通過考察認為類

書編纂的諸底本是交叉融合在一起的，絕無所謂的涇渭分明之說，《初學記》與《藝文類聚》也

並非沒有關係，而是關係密切，尤其是二書「詩文」部分的內容，有著明顯的引用、因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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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類書編纂研究》是我關於類書研究的第三本專著，第一本是《類

書研究通論》，第二本是《魏晉南北朝類書編纂研究》。類書研究的困難其實

不難，難的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當我每一次認真的坐在計算機前面，認真

的閱讀相關文獻的時候，總能發現新的問題，總能令自己興奮許久，而人漸

中年，各種事務性的活動也逐漸多起來，其實，這是人的基本社會活動，但

是，又毫無置疑的給我們的所謂的研究帶來困擾。說實話，做學問是一件苦

差事，怪不得前輩學者總是讓我們坐冷板凳，但是，就算冷板凳坐成熱板凳，

換來的又是什麼呢？還是名不見經傳，還是捉襟見肘。我給本科生講授「魏

晉南北朝史專題」，講到阮籍窮途而哭的時候，以前總是沒有感覺，覺得魏晉

名士多做作之舉，但是，寫罷此書，卻有了不同的感悟，我對窮途而哭有了

新的認知，窮途就是要大哭的。我不止一次的說，我是有志於多卷本《中國

類書史》的，這個莫名的大理想，必然是要侵襲我的生活的，甚至讓我活的

不自由不快樂，但是，我卻莫名其妙的想完成這個事業，希冀青史留名，古

人常說貪不止於金錢，貪名亦是大貪，誠如上文所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或許該適可而止，不然就是木匠帶枷。 
本書的寫作持續了一年多，最先完成的是《文思博要》，當時視野未開，

或有舛誤，部分問題如今已經做了修訂。其後是《藝文類聚》與《初學記》

的比較，這個研究其實是無疑而問，眾學者早已說二者無關係，但是，我認

為中古時期類書的編纂之間，尤其是距離如此近的兩部類書之間，不可能沒

有關係，故對之進行細緻入微的比較，果然發現了一些問題。再後來是《長

洲玉鏡》的考察，南北朝與隋唐類書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但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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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散佚，我們無從考察，隨著研究的深入，即使找不到佚文，我們通過

對編纂人員的考察分析，還是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認知，因為，參與過《修文

殿御覽》編纂的北齊士人，後來又在隋朝參與了《長洲玉鏡》的編纂，他們

的存在，絕對是兩部類書產生聯繫的紐帶，而中古時期父子兄弟相繼參與類

書編纂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再後來是《東殿新書》《瑤山玉彩》《三教珠英》

等的考察，諸史書對他們的記載多是混亂的，混亂到只能諸說並存而無定論，

甚至連編纂時間都是混亂的，而對他們進行全面的梳理就是必要的、必須的。

何強林、范英杰、戴永生、吳園、楊園甲、石娜娜諸同學幫助我查閱資料討

論文字，對此書的寫作幫助亦大，在此再次向對本書的寫作有幫助的諸位先

生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其實不算是「快刀手」，但是，仍然有人問，你咋寫的

那麼多、那麼快，我其實想聽到那麼好三個字，卻總是沒有聽到，其實，我

寫的不多也不快，因為我腦子不夠聰明，因為我知道我腦子不夠聰明，所以，

我總是在別人喝茶打牌聊天的時候繼續拉著破車往前爬，哪裏是那麼多、那

麼快。 

 

劉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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