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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研究

●柯　 平　 刘培旺
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300071

[摘　 要]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是目录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此类研究对于目录学可持续发展

乃至优秀学术文化的传承具有显著意义。 文章在已有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录学历

史人物研究的目的与范畴,阐述了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提出了确定目录学家的标准,总结了目

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
[关键词]目录学史　 历史人物　 目录学家　 方法论

[中图法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23)01-0054-08
[引用本文格式]柯平,刘培旺. 关于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研究[J] . 高校图书馆工作,2023(1):52-59

　 　 目录学史上所有事件的发生、发展必定依附一

定的人物或人群而展开,目录学学科史研究通常以

具体的历史人物作为史实阐述的主轴,因此目录学

历史人物研究的地位不容忽视。 近百年来有关目录

学历史人物的研究著述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目

录学史专著以及文献学、目录学教科书中对部分历

史人物进行了介绍;二是全面介绍目录学历史人物

的工具书,如《中国目录学家辞典》等;三是专门研

究目录学历史人物的论文,如傅振伦对于章学诚的

研究[1] 、陈光祚关于梁启超的研究[2] 等,卢振波对

1994—2003 年的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3] 。 文

章以 1949 年来目录学历史人物著述为基础,讨论目

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四个问题,以期为目录学历史

人物研究提供借鉴。
1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与范畴

1. 1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

梁启超曾指出,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

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 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

鉴[4] 。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也大致如此,否
则过去的书目以及目录学研究著述已经足够多,若
不是抱有新目的,那么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便失去了

意义。 具体而言,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可分

成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不论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以个人还是群体为研

究对象,其微观目的大致集中于探索人物生平,分析

人物目录学成就的因由,挖掘人物的目录学理论和

方法贡献,评述或弘扬人物的目录学思想,论证人物

的学术影响,窥见中国目录学史的发展流变等几个

方面。 而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微观目的又因时代

的不同而略有区别。 比如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国内

目录学实践和研究也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而以这一

时期的目录学历史人物为研究对象者,又有以考察

传统目录学和西方目录学的对立与融合,剖析西学

影响下传统目录学的突破与变化,比较传统目录学

和西方目录学的优劣长短为直接目的[5] 。 而当代

目录学家站在中国两千年目录学史基础之上,融汇

中西目录学理论和方法,其学术历程自然带有时代

性,学术思想呈现出强烈的包容性。
众多单项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共同组成该领

域的知识体系,从整个知识体系的视野出发可将宏

观目的归纳为:指导目录学实践和研究、促进目录学

学科发展、指导读书治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

个层次。 其一,目录学史中包含着文献收集、考证、
分类、著录等学问,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对理论和

方法的挖掘以及对人物学术思想的总结,可以为今

天知识分类、书目数据库建设以及其他诸多实践活

动提供参考与借鉴,历史人物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思

想也可以指导目录学研究的开展。 其二,目录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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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人物研究属于学科史研究范畴,可拓展目录学史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揭示目录学学科发展规律,完善

目录学学术体系,从而达到促进目录学可持续发展

的目的。 其三,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门径,目录学历

史人物研究通过对考订、分类、提要等原理的呈现,
实现指导读书治学的目的。 其四,目录学史承载着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一位目录学历史人物

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因此对目录学历

史人物的生平和学术贡献进行挖掘与展示,也是为

了响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发展号召。
 

1. 2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范畴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有一个范畴问题,如是选

择一人为研究对象还是选择多个人物为研究对象,
是偏重于再现历史人物的书目活动还是倾向于展示

历史人物的目录学思想。 因此,关于目录学历史人

物的研究范畴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两个角度去

讨论。
现有的目录学历史人物在研究对象方面有两个

特征。 其一,所关注的历史人物数量相对较少。 以

1949 年来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研究论文为例,专门

的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涉及约 200 人,其中章学诚、
梁启超、郑樵、余嘉锡、姚名达、钱亚新、彭斐章、王重

民、叶德辉、晁公武等被关注较多。 其二,目录学家

的选择范畴没有清晰的边界或确定的标准。 多数著

作重点选择贡献和影响较大的名家为研究对象,多
样化的人物选择范畴在现有研究中较为少见。 因

此,目录学史研究对历史人物的关注还需拓展,具体

而言:书目实践、目录学著述及思想的学术核心人

物,个性奇特但具有一定目录学成就且值得传承的

人物,过去的研究中缺乏记载或记载过于简略的人

物,已有研究失实或偏倚的人物,主攻其他学科但与

目录学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当代目录学成就较大的

人物等都值得被关注。 同时,可以从具体时代、学术

派别、阶级、人格特征等多个方面来确定研究对象。
现有的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在内容方面呈现出

一定的多样性:其一,关注人物的生平事迹,此类研

究描述了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展示了人物的目录

学研究历程,甚至传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其二,关
注人物的目录学成就,此类研究或对人物的目录学

著作成果进行概览,或对人物的某一论著进行考察,
挖掘人物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贡献,展现人物的目

录学思想。 其三,关注人物的学术影响,该部分研究

或直接论述人物的学术影响,或论证某人对后来某

人的影响, 比如有研究讨论郑樵对余嘉锡的影

响[6] 。 其四,关注目录学历史人物在其他学科方面

的成就,比如从史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等角度去论

述人物的成就。 总而言之,一方面目录学历史人物

的专门研究主要关注了人物的目录学活动,大多数

研究对人物做出了价值评论,而其中以弘扬长处者

居多,对目录学家的理论、方法、思想的局限性讨论

较少。 另一方面,在重点关注人物学术表现的同时,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也对人物与外在的联系做出了

一些探索,比如人物的学缘关系、学术派别、学术传

承与流变,但该部分研究内容可以进一步拓展,如当

时的政治、文化等人文因素以及天文、地理等自然因

素对人物的影响,人物接受或抗拒社会形势的原因,
人物的思维定式和行动造成的客观后果等。
2　 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

不仅历史学离不开历史人物研究,所有的学科

史如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学史、法制史、教育史等都

需要掌握学界对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目录学史也

不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在讲到历

史人物研究时,提出要重视 “ 历史人物生活的背

景”,“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关注重要的

人际关系”,“突出重大史实,做必要的心理分析”,
注意“阶级分析与人物评价”五个问题[7] 。 参考史

学界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观点,目录学历史人物研

究要有以下基本态度。
2. 1　 尊重以史料为基础的客观事实

我国一直以来具有良好的史学传统,其中尊重

客观事实是治史的基本态度。 唐代刘知几对于写

史,主张“直笔”“无所阿容”。 若“见良直不觉其善,
逢抵牾而不知其失”,则学问再多也无用[8] 。 目录

学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是客观发生的,一方面随着

时间延长,相关的客观事实可能由于口耳相传、辗转

传抄中发生了差错,或是由于记述者无意地错记或

有意地扭曲发生讹误。 另一方面,研究者对历史人

物的认识和评价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因而要把

尊重客观事实作为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基本态

度,以真实和尽可能完整的史料作为客观存在与主

观认识之间的桥梁。 发挥目录学研究者的专业特

长,充分利用各类目录工具搜集史料,充分发挥版

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的传统对史料加以考订,
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2. 2　 重视时代和社会对人物的影响

清代章学诚指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

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

其文也。” [9]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总结了前人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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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观点,认为历史人物研究要把它放进一定的社会

经济形态、社会生产方式之中,还要分析它在社会结

构中所处的地位,它在该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中所起

的作用等[10]25。 因此,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者

要关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学术等背景,
分析人物的阶级属性,探索人物的学缘关系,将其放

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中去考察,才能有效理解其人物

特征和目录学贡献。 不能将人物与时代和社会撕

裂,不能用今天的技术条件和目录工作去衡量历史

人物,也不能用当前的目录学思想去苛求历史人物,
否则对人物的研究结果容易变得轻率甚至情感化。
2. 3　 关注事功或心性中的特长

 

对于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而言,研究的侧重有

三种不同形式:兼顾事功表现和心性修养,专注人物

事功表现,以及专注人物心性修养。 其中,多数研究

侧重于探讨人物的事功表现,比如人物的目录工作

或目录学研究经历,人物取得的成果及其目录学思

想,而专注人物心性修养的研究较少。 比如研究目

录学家余嘉锡,除梳理其生平学术历程,探讨其学术

思想外,还应关注其勤奋好学、廉洁自守的优秀品质

和忠贞不渝的爱情观[11] 。 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其目

录学成就值得学习,但其有缺陷的心性修养以及所

推崇的错误价值观不值得被后世学习。 如晚清版本

目录学家叶德辉在目录、版本、考据、辑佚研究方面

颇有成就,但因其性格孤傲、言行狂狷,甚至被称为

奸商劣绅,因而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学者们

通常以学术而非政治的态度去专门关注其事功表

现。 因此,若由于历史原因,该人物在目录学成就上

的表现形式较为单一,可侧重研究其优良的个人品

德和为人处世态度,作为目录学后来者的道德模范;
若该人物在学术方面卓有成就,而其政治问题突出

或言行为人不齿,也可探讨其目录学贡献,挖掘其长

处为当下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便利。 对待目录学历史

人物不能局限于已有的研究或囿于前人的观点,切
忌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态度,避免“盖棺定论”的

思维定式[12] ,换言之,在事功表现和心性修养任何

一方表现较为突出者都值得被研究。
2. 4　 防止过分的功利主义

 

一方面,对待历史人物要防止过分的精英观。
梁启超指出:“世界者何? 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

有世界。” [13]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

英雄史,这是一种精英观。 现有研究所关注到的目

录学历史人物与历史上的目录学人物总数相差较

远,研究中对贡献和影响力较大的人物关注颇多,这

也是精英观的表现。 因此,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不能

仅关注那些影响较大的人物,应当考虑到古时一个

人能否成为精英由多种因素决定,比如人物是否被

当时政治、文化所认可,人物的目录学贡献有无史

传、书目记载,人物的成就是否被发掘和流传。 而

且,那些不是精英的人物也需要被关注,目录学史专

著由于篇幅等各种因素限制通常难以兼顾太多人

物,研究论文对历史人物的选择应当广泛拓展。 另

一方面,对待历史人物要防止过分的实用观。 梁启

超指出:“真能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他,替
他作很详尽的传。 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

事亦当注意。” [14] 说明历史人物的研究要关注人物

的大大小小各个方面。 现有研究著述理论、方法、思
想等目录学成就的类型较多,而专门关注生平事迹、
心性修养的方面相对较少,说明研究者们对待历史

人物秉承着一种较强的实用观。 还有一点值得注

意,一些文史研究者虽然关注了目录学历史人物,但
囿于缺乏目录学造诣而将目录学历史人物的思想简

化或曲解了,如认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目录

学思想的研究却很少见”
 [15]这一结论是不符合实

际的。
目录学研究向来重视史料的完整性。 生平事迹

类、心性修养类研究虽难以直接指导目录学研究与

实践,但仍可作为了解历史人物的材料,从长远来看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因此,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研

究中对于短期内难以预见影响的内容也需要加强

关注。
3　 确定目录学家的标准

目录学历史人物和目录学家是对历史上目录学

者的两种称谓,这两种称谓所代表的群体并非完全

对等,因此在历史人物研究时,要判断哪些人物称得

上目录学家,就必须要解决目录学家的标准问题。
许多目录学著作在论及目录学历史人物时,没

有明确指出哪些是目录学家,如昌彼得《中国目录

学讲义》 ( 1973)、 王重民 《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1984)、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 (1984)、昌彼得

和潘美月《中国目录学》 (1986)、来新夏《古典目录

学》(1991)、胡楚生《中国目录学》 (1995)等。 只有

部分目录学著作明确列出目录学家并进行专门研究

(见表 1),但也没有明确遴选标准。 迄今关于“目录

学家”的四部工具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申畅

认为目录学史上涌现出上千个目录学家,只要涉及

目录学活动、编有书目,都算作目录学家。 他主编的

两部工具书中,《中国目录学家辞典》收录的 2
 

200
45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23 / 1·总第 43 卷第 213 期



余人,实际上是目录学历史人物;而《中国目录学家

传略》收录的 110 人,因没有一个具体的选择标准

或依据,存在漏收或收录不当的问题。 比如在《中

国目录学家传略》中,他将胡适作为目录学家,就因

为胡适编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水经注版

本目录》《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藏目录》 《文字考古

学古书目录》,从而得出“胡适的目录学理论是丰富

的” [16]结论。 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只

收录著名目录学家 33 人,他虽然提出了目录学选择

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学术成就及其在目录学史上的

作用和影响”,“也考虑到时代代表性和不同阶层人

物的代表性问题”
 [17]前言,但这实际是人物入选图书

的标准,而不是目录学家的标准。 全根先《中国近

代目录学家传略》收录目录学家 33 人,他们主要活

动限于 1840—1949 年,该书强调了这些目录学家所

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或毕业从事目录学研究,或
将目录学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取得

了突出的成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8]自序,但这些

目录学家的选择也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 此外,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
(1993)收录中国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领域著

名人物 45 位, 其中被称为目录学家的只有 22
位[19] 。 由此可见,目录学相关著作中对于目录学家

的选择是主观且缺乏科学标准的。 表 1 目录学相关

著作中出现的重要目录学家有 89 人,出现 2 次及以

上的有 46 人,其中,刘向、刘歆、郑樵、章学诚等累计

出现 9 次;阮孝绪(8)、毋煚(7)、姚名达(7)、余嘉锡

(7)、班固(6)、王俭(6)、陈振孙(5)、张之洞(5)、缪
荃孙(5)、梁启超(5)也是出现的高频学者。

表 1　 目录学相关著作中的重要目录学家情况

目录学相关著作 重要目录学家 特点

姚名达《目录学》
(1933) [20]120-137 刘向、刘歆、阮孝绪、毋煚、郑樵、章学诚、纪昀

被称为“特出的目录学家”,介绍其小传、对
于目录学的贡献、对于后世的影响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目

录学概论》 编写组《目录

学概论》(1982) [21]

刘向、刘歆、班固、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马端

临、章学诚、姚名达、余嘉锡、容肇祖、刘咸炘、汪
辟疆、蒋伯潜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重要著作及其贡献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
(1992) [22]

孔子、刘向、刘歆、班固、荀勖、王俭、阮孝绪、毋

煚、智升、郑樵、焦竑、祁承 、胡应麟、纪昀、钱

曾、黄丕烈、顾广圻、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章
学诚、姚振宗、叶德辉、张之洞、梁启超、蒋伯潜、
余嘉锡、杜定友、姚名达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著述活动及其对目录

学的贡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

馆 学 情 报 学 档 案 学 》
(1993) [19]

刘向、刘歆、荀勖、郑樵、晁公武、尤袤、陈振孙、祁
承 、章学诚、缪荃孙、张元济、傅增湘、余嘉锡、
李小缘、袁同礼、王重民、钱亚新、姚名达、赵万

里、顾廷龙、张秀民、彭斐章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生平与目录学简况

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

家传略》(1993) [17]

刘向、刘歆、班固、郑默、荀勖、道安、李充、王俭、
僧祐、阮孝绪、毋煚、郑樵、晁公武、尤袤、陈振孙、
王应麟、马端临、焦竑、祁承 、黄虞稷、钱曾、章
学诚、孙星衍、黄丕烈、张之洞、缪荃孙、范希曾、
梁启超、余嘉锡、孙殿起、郑振铎、姚名达、王重民

介绍目录学家的生平事迹,从事书目工作

的实践及其目录学著作、思想、成就和贡献

李瑞良《中国目录学史》
(1993) [23] 刘向、刘歆、班固、阮孝绪、毋煚、郑樵、章学诚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活动与著述

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

史》(1998) [24]

刘向、刘歆、王俭、阮孝绪、毋煚、晁公武、陈振孙、
郑樵、章学诚、姚振宗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活动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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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相关著作 重要目录学家 特点

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

录学思想史》(1998) [25]

孔子、刘向、刘歆、班固、王俭、阮孝绪、道安、僧

祐、牛弘、毋煚、智昇、欧阳修、尤袤、晁公武、陈振

孙、郑樵、马端临、高儒、祁承 、胡应麟、钱曾、黄
虞稷、章学诚、姚振宗、孙诒让、缪荃孙、张之洞、
江人度、梁启超、叶德辉、余嘉锡、杜定友、姚名

达、吕绍虞、彭斐章、谢灼华、王重民、朱天俊、来
新夏、乔好勤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全根先《中国近代目录学

家传略》(2011) [18]

莫友芝、龙启瑞、王韬、徐树兰、张之洞、范希曾、
杨守敬、姚振宗、缪荃孙、康有为、余嘉锡、叶德

辉、孙毓修、傅增湘、梁启超、丁福保、王国维、柳
诒徴、陈垣、沈祖荣、汪国垣、钱基博、王云五、蒋
伯潜、孙殿起、袁同礼、郑振铎、杜定友、孙楷第、
刘国钧、谢国桢、王重民、姚名达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生平、学术活动与目

录学著述

柯平 《 中 国 目 录 学 史 》
(2022) [26]

孔子、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郑玄、王俭、阮孝

绪、僧祐、牛弘、魏徵、刘知几、毋煚、欧阳修、郑

樵、晁公武、尤袤、陈振孙、马端临、焦竑、胡应麟、
祁承 、钱曾、王鸣盛、章学诚、姚振宗、缪荃孙、
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姚名达、余嘉锡、汪国

垣、刘纪泽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目录学贡献、主要思

想及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史学界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思考和探究曾有

过多次高潮,也涌现出了不同的观点。 孔子在评价

历史人物时兼顾个人道德修养(“德”)和历史成就

(“才”) 两项标准, 被视为较为科学、 全面的标

准[27]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明确提出了“才”和

“德”标准,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
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28] ;唐代刘知几

认为史家应有“史学、史识、史才” 三长,而以识为

最;清代章学诚在此基础上添加“史德”合为“史家

四长”,与“才”和“德”两大要素相对应。 这些为讨

论目录学家的标准提供了依据。
其一,所谓目录学家,首先要有目录学专长。 钱

穆认为:“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

作用和影响言” [29]95,“所谓历史人物,则必该在历

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

不在历史上有表现,更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

价值。” [29]98 一个人若可以被称为目录学家,其在目

录学方面的事功表现应当较一般的历史人物更加突

出。 具体而言,目录学家在事功表现方面通常应具

有以下某种特点:丰富的目录学研究或实践经历,以
及一定体量的成果,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王俭曾为

宫廷藏书编《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后对此目录

不满,又用十余年时间撰《七志》 [22]99;目录学成果

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比如汉代刘氏父子撰《别录》
《七略》,其首创的六分法成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图书

分类法之一;目录学贡献具有创新性和难替代性,比
如在中国目录学萌芽较早、目录众多但长期缺乏理

论研究的背景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总结了

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目录学

思想具有启发性和实用性,比如余嘉锡曾以现代的

“学科”意识反思目录学的学术价值,对于目录学的

学术研究乃至学科发展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实

用性[30] 。
其二,目录学家作为学者,要有“学德”。 北宋

思想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31] ,被历代众多

学者所认可并以此为志向,其中不仅体现着学人的

历史使命感,也包含了崇高的道德品质。 目录学家

或投身目录工作,或深耕目录学研究,以“辨章学

术、考镜源流”为价值追求,为保存人类知识和指导

读书治学贡献良多。 目录学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

要被推而广之,为后代学人所效仿,其个人品德往往

也对后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被称为目录学家的

人通常德才兼备,在“德”方面至少具备较高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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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修养。 所谓目录学家的“学德”就是在目录学实

践、研究或教学中的品德,包含优良的治学动机和学

术道德。 不同的时代,“学德” 有不同的标准,比如

古代不少目录学家因在官修目录的修撰中表现亮

眼,甚至穷其一生做出成果为当朝统治服务,即治学

为忠,符合儒家的道德修养评价标准,是具有“学

德”的表现;在近现代,有目录学家治学坚持人民本

位,以传播文化知识,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发展为目标,如姚名达在《目录学》 自序中说本书

“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

的” [20]1,也是具有“学德”的表现;相反,若有历史人

物的目录学成果虽具备一定体量,但以蒙蔽、扭曲为

治学动机,或以抄袭、造假为学术志趣,对目录学理

论和方法缺乏创新性洞见,对当时的文明进步起到

阻碍作用,则属于“学德”浅薄的表现,不足以称之

为目录学家。
从“才”与“德”两大要素出发,目录学家作为一

门专门性学问的资深学者,必须具备较为突出的目

录学专长和优良的道德品质两个基本条件。 进一

步,结合目录学的学科特点,目录学家的遴选标准有

以下三点:一是要有较高学术水平与影响力的目录

学著述,且著述是目录学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在目

录学史上,除目录学理论著作外,书目索引众多。 周

贞亮、李之鼎的《书目举要》汇录汉至清末现存书目

270 多种,邵端彭、阎树喜的《书目长编》 著录书目

1
 

300 余种,刘纪泽的《书目考》共收书目 1
 

470 种,
梁子涵的《中国历代书目总录》收现存中文书目文

献 1
 

600 多种[32] 。 如此大量的书目并不是都具有

较高学术水平与影响力,不能简单地将编有书目或

索引的人当作目录学家。 二是在重要书目活动中有

突出贡献,对书目事业发展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例

如,清《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先后有 360 名学者

和目录学家参加,皆一时名流” [22]287,将参加过书目

活动的学者都算作目录学家,显然是不合理的。 据

冯秉文的《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记载,1949—1957
年各类图书馆所编书目和索引 2

 

359 种;另据柯平

统计,1949—1992 年我国编辑出版的书目索引单行

本共 7
 

682 种[33] 。 无论是历代政府组织的书目活

动,还是当代图书馆、出版发行、文献中心等机构组

织书目活动,参加的书目工作者众多,只有在这些活

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并取得显著成就的人才具备成为

目录学家的条件。 三是在目录学理论或方法上有创

见的目录学思想并对后世目录学产生影响。 能称得

上目录学家的,往往有重要的目录学思想,这些思想

可能分散于各种著述之中,但一定是对于目录学知

识的提炼,既包括实践和方法的总结,也包括对于文

献及书目活动的认识。
显然,表 1 所列重要目录学家,最多有 40 位,最

少有 7 位,都是符合上述标准的。 以往对于目录学

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是缺乏统一标准。 以康有为

为例,余庆蓉、王晋卿认为他“不是目录学家” [25]232,
却详细阐述了康有为在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的地

位,而按上述三个标准,康有为不仅有重要著述《新

学伪经考》 《 日本读书志》 等, 也有书目编纂活

动[34] ,还有突破封建目录学的思想[35] ,应当称之为

目录学家。 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很多符合以上标

准的目录学家没有得到认可和研究,全面认识符合

这些标准的目录学家并展开深入研究是未来目录学

史的重要任务之一。
4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的内涵比较广泛,除研究方法外,关于怎

样进行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论述都可算作方法论

的范畴。 现有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史料

法为主,通过对史料的查找、收集,再加以考证、分
析,最后得到研究结果或结论。 实际上目录学历史

人物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中既有传统

的又有新兴的,并且可以多种方法配合使用,本部分

将具体从三个角度对方法论问题做简单的列举和

论述。
其一,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目录学历史人物研

究可以采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阶级分析法

等。 历史分析法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整理、排比史料,
辨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展示历史发展过程,论定问题

之是非。 可参考借鉴史学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阶

段论、方面论、综合论等分析方法[36] 。 比如,要研究

某位目录学家编撰目录的历史背景、文学与史学发

展对目录编撰是否存在影响,目录编撰过程中他做

过哪些工作,以及目录工作的结果,就可以采用历史

分析法。 逻辑分析法的目的是通过抽象与概括、分
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具体方式,把复杂的材料上

升为概念的认识,形成历史的理论体系或逻辑体系,
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10]103。 比如,
要研究某个目录学群体书目工作本质性和规律性的

内容,探索目录学群体的自然观、学术观,就可以通

过逻辑分析法将材料上升为概念认识,加以逻辑判

断和推理,从而发掘该目录学群体的书目工作对当

时社会的史学、文学、科技发展的作用。 要研究目录

学家,不能停留在目录学家从事书目活动或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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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现象上,必须探讨其目录学思想及影响,只有经

过科学的逻辑分析与深入的思考发现,才能避免

“以目录学家的具体工作作为目录学家的思想,以
目录学家的贡献替代目录学家的思想” [26]23。 阶级

分析方法是指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划分为阶级

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历史

的研究方法[37] 。 比如,要通过目录学历史人物的书

目实践和目录学思想主张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阶
级关系,来评价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

用时,可以采用阶级分析法。
其二,根据研究对象数量的不同,目录学历史人

物研究可以采用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社会网络

分析法等。 个案研究法是现有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

中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研究对象为单个历史人物,
研究内容可以涉及目录学人物的理论、实践、思想等

多个方面。 比较研究法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的

应用也较为广泛,该方法通常用于二者相似性或相

异性的比较,比如两个历史人物、两个学术派别或两

个时代的目录学比较,偶尔也用于多者之间的比较。
社会网络分析法,按照米切尔的定义,指特定人群中

的一整套具体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一个额外的特征,
即这些联系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用来解释其中人们的

社会行为[38] 。 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可以用这

一方法研究当时人物所在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人物属

性,找出其中重要的或突出的历史人物,解释目录学

历史人物的学术发展联系、递进、继承等内在关系,
分析人物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展示目录学理论和思

想的发展流变等,应用该方法既可以着眼于历史人

物的个人层次,又可以着眼于群体层次。
其三,根据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的不同,目录学历

史人物研究可以采用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数字

人文方法等。 调查研究法是通过考察客观情况来获

取有关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该
方法具有不受时空限制、操作难度较低等优点,主要

有文献调查、访谈、问卷调查、邮件调查等各种材料

收集方式。 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可以对各类

古籍、研究著述进行收集,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当

代人物进行调查来收集关于历史人物的材料,从而

辅助研究的实施。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能对文献内容

进行客观、系统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在传播学、图
书情报学等领域中常常被用于人物研究。 在目录学

历史人物研究中可以借助内容分析法研究人物的行

为、贡献,分析人物的动机、人格和形象等多方面内

容。 数字人文是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知识相

互交融的一套跨学科方法论,通过计算、分析、可视

化等手段重塑人文知识,提供更多宏观性、趋势性的

研究线索[39] 。 数字人文方法在目录学的历史人物

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比如将数据库、图像识

别、数据挖掘、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与史

料结合,探索人物的社会关系、人物作品的版本关

系、人物的学术历程、交游足迹等诸多内容,呈现出

目录学人物(文献或书目)数据库、作品文字识别与

版本校勘、人物社会关系网络、地理信息图谱等不同

形态的研究成果。
关于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除了上述提

及的几类,还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者

的客观条件进行选择。 总之,要加强跨学科的方法

论学习,挖掘更多优质的方法为目录学历史人物研

究所用。
5　 结语

在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中,对于目录学历史人物

的个体研究必然要上升到群体的研究,特别需要有

关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宏观研究以及经验总结。 本研

究指出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目的可以划分为微观

目的和宏观目的,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两个角度

指出了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范畴;提出在研究中

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要尊重以史料为基础的客观事

实,重视时代和社会对人物的影响,关注人物在事功

或心性中任何一方的特长,防止过分的功利主义;指
出目录学家需要具备“才”与“德”两个方面的基本

条件,具备目录学专长和“学德”,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目录学家的三个遴选标准;最后,从三个角度提出

九种可用于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 以期有助

于目录学者及其他有志于目录学的学人,壮大目录

学史知识体系,繁荣目录学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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