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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章学诚论定我国先秦时期的周王朝藏书管理是 “ 以官扶为部扶 ” ，
没

有科学分类
，
这不符合 当时藏书管理实际的

。
本文 以 古代学者和典籍的论述

，
用先秦

典籍所保留的周代藏书分类的原始 史料
，
证实周代藏书管理是高水平的科学分类

。

当时 已有专人组织分类
。 《 七略》 的成书便吸收 了周人分类的成果

。
文章指 出

，
章氏

观点错在对《周礼》一书的误解
。

我国奴隶社会全盛时期的周王朝
，
官府设有藏书机构

。

学术界对此认识已趋一致
。

那

么
，
周代官府藏书是用什么方法管理的呢�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提出是

“ 以官秩为部秩
” ，

① “ 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
” 。 ②章氏此论 ，

也认为周王朝藏书有分类
。

但分类的标准
，

他认为不是科学分类
，

而是依据
一

与典籍内容
、

形式等均无关系的王朝职官分类标准作为当时

藏书管理的准则
。

章氏此论一锤定音
，
对后界影响极大

、

很深
，
直到现代

，
学术界还沿用章

氏的这个观点
。

周代的藏书管理方法
，
果真没有科学分类

，
而是以事物分类代替吗�这是涉及周代图书

馆事业的一个重要问题
，

涉及我国图书分类
、

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

不可以不辨
。

我们先来看看古代学者和典籍是怎样论述的
。

《诗谱序》说�
周文王

、

武王之世
， “ 其时诗

， 《风才有 《周南》 、 《召南公
， 《雅》有 《鹿鸣》 、 《文

王》之属
。

及成王
、

周公致太平
，

制礼作乐而有 《颂》声兴焉
，

盛之至也
，
本之由此 《风》 、 认雅》而

来
，
故皆录之

，
谓之诗之正经

。

后王稍更凌迟
，
潞王始受酒亨

，

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
，

邺不尊

资
。

自是而下
，
厉也

，
幽也

，
政教尤衰

，
周室大坏

。 ……故孔子录弟王
、

夷王时诗
，
讫于陈

灵公淫乱之事
，
谓之《变风》 、 《变雅》 。 ” ③依此说，

则孔子编 《诗》之前
，
周王室所藏之诗

，

已分成《风》
、 《雅》 、 《烦》三类

，
并统称为

“
正经 ” 。

而 《变风》
、 《变雅》才是孔子所立之名

，
所

别之类
。

诗由
“ 正经

”
演变为《变风》 、 《变雅》 ，

不是因为王室职官有变
，
而是因为社会由兴

盛走向衰败
，
诗的内容由

“
颂声

”
转为 “ 怨声 ”

所至
。

因此
，
据此说

，
周代的诗

，
主要是依

内容来分类的
。

孔颖达说
� 《易》在三代

，
其名

“ 因代以题
” ， “ 《连山 于

、 《归藏》并是代号 ” ， 《周易》
，

一“ 其犹《周书》 、 《周礼》 ，
题周以别余代

。 ” ④依孔氏所论， 《易》类典籍在周朝
，
也不是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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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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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变化为区分标准
，
而是以改朝换代的 “ 代

” 为分类标准
。

孔安国说
� “ 伏牺

、
�

神农
、

黄帝之书
，

谓之 《三坟玛 言大道 也
。

少 昊
、

撷 项
、

高 辛
、

唐
、

虞之书
，
谓之《五典》 ，

言常道也
。

至于夏
、

商
、

周之书
，
虽设教不论

，

雅浩奥义
，
其归

一撰
，
是故历代宝之

，
以为 《大训》 。

八卦之说
，
谓之《八索》 ，

求其义也
。

九州之志
，
谓之《九

丘》 ， 丘
，
聚也

，
言九州之有

，
土地所与 风气所宜

， 一

皆聚此书也
。 ” ⑤依孔安国之言 ，

则
“
书

”
类典籍

，
在周代也是继续区分的

�

或者依
“ 代 ” 分

，
或者依内容分

。

故姚名达先生推

论
“
三坟

、

五典
、

八索
、

九丘即为楚府藏书之分类名称
” ， ⑥并非没有依据 。

孔颖达论
“
礼” 时说道

� “
虞

、

夏
、

商
、

周
，
各有当代之礼

” ，
周公所制之礼

， “ 《思

官》 、 《仪礼》也 ” 。 ⑦据此 ， “
礼

”
类典籍也是依

“
代 ” 分类的

。

《春秋序》写道� “ 《春秋》者
，
鲁史记之名也

。

记事者
，

以日系月
，

以月系时
，
以时系年

，

所以纪远近
，
别同异也

。 ”
并引孟子语

， “
楚谓之 《祷机》 ，

晋谓之 《乘》 ，
而鲁谓之 《春秋》 ，

其实一也
。 ” ⑧就是说， “

春秋
”
类典籍

，
从内部看

，
是编年体制

，
以年月时 日区分远近

、

同异， 从外部看
，
则以国别区分

。

班固说
� “

自黄帝下自三代
，
乐各有名

。 ” ⑨《周礼
·

大司乐》云 � “ 以乐舞教国子
，
舞

《云门》
、 《大卷》 、 《大咸 》 、 《大罄》 、 《大夏分

、 《大愁》 、 《大武》 。 ” 郑《注 》 � “ 此周存六代之

乐
。

黄帝日
� 长云门》 、 《大卷》 ” � “ 《大咸》即《咸池》 ，

尧乐也
” �，’��大馨》 ，

舜乐也
” � ，’��大

夏》 ，
禹乐也 ” � “ 《大漫》 ，

汤乐也 ” � “ 《大武》 ，
武王乐也” ⑩ 。

因此
， “ 乐

”
在周代

，

区分的原则也不是职官名称
，
而是依

“ 代
” ��

章学诚说
� “ 六艺非孔氏之书

，
乃周官之旧典也

。 ” ⑩这话很对 。

从
�

�面所引的古代文

献和学者对
“ 六艺

” 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
，
从横向看

，
这六类典籍

，
早已客观存在� 早已区

�

分为并列的六个大类， 从纵向看
，
六大类均各自再区分为若干类

。

无论是横向的区分还是纵

向的细分
，
都有一定的类分标准

� ，

或依内容
，
或依 “

代
” ，

或依国别
，
或依年月等

。

这些分

类标准
，
或者是依典籍内容的学科范畴划分的

，
或者是据典籍本身固有的特征 划 分 的� 可

是
，
却没有一项是据当时官制划分的

。

因此
，
周王室藏书的分类标准

，

据
一

占代学者和文献所

论而言
，
是符合科学分类原则的

，
而不是用事物分类的体系来代替的

。

古代学者和典籍对周王室藏书分类的论述
，
是符合当时王室藏书分类实际的

。

在先秦典

籍中
，
保留着许多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帝王与大臣们引用各类书籍的记载

。

这些原始史料象

一面镜子
，

清晰地映照出周代藏书科学分类的真实情况
。

我们还是以
“
六艺 ”

各类书为例
。

“ 易 ” 。

有先总称
“ 三 《易》 ” ，

再分说者
。 《周礼》 、 《髻人》 � “

蕃人掌三 《易》 ”
， · ·

一
二日 《连山肠 二日 《归藏》 ，

三日 《周易汾
。 ” 《大 卜。

�
�太 卜�掌兰《易》之法

，
一曰 《连山分

，

二日 《归藏�
，
三日 《周易》 。 ”

有单称《周易》者
。

如 《左赫庄公二十二年� 宣 公 六 年
、

一卜二

年
，
襄公九年

、

二十八年
，
昭公元年

、

五年
、

七年� 《国语》 《晋语四》等
。

还有称 《易》者
，
可

见于 《周易》之《乾》 、 《坤》 、 《系辞》上
、

下� 《礼记》之《经解》 、 《坊记》 、 《表记》和 《绷衣小等
。

此称和 “ 三 《易》 ” 之称是不同的
。 “

三《易》 ” 之称是对 “ 易
”
类典籍的总称

，
而《易》之称仅

�

是对《周易》的简称
。

据上可以看出
， “

易
”
在周代

，
有总称和分称

，
历时也很久远

。

所谓总

称
，
即为 “ 易 ”

类典籍大类类目名称， 《周易》等分称
，
即为此大类再分之类目名称

。

由周人

对 “ 易
” 类典籍的称呼可知

，
孔颖达

“ 因代以题
”
和次周易》 “

题周以别余代
”
的论断是符合

周代实际的
。



再比如
“ 长书

�
�”

。 《书》即《尚书》
，
但孔子编《书》之前

，
绝无 乏尚书》之称

，
此称为后起之

名
。

孔子之前
，
或称统为 《书》 。

可见于 《左传》襄公十一年
、

十三年
、

二十一年
、

二十三年
、

二十五年
，
昭公六年� 《国语》仪周语中》等

。

或依
“
代

”
分称为

� 《虞书》 ，
如《左传》文公十�、

年， 《夏书 》 ，
如 《左传》庄公八年

、

禧公二十四年
、
二十七年

，
文公七年

，

成 公 十 六 年
、

襄

公五年
、

十四年
、

二十一年
、

二十三年
、

二十六年
，
昭公十四年

、

十七年以及仗国语》 《周语

上》等� 《商书》 ，
如 《左传》隐公六年

，
庄公十四年

，
文公五年

，
成公六 年

，
襄 公 三 年， 《周

书》 ，
如《左传》嘻公五年

、

二十三年
，
宣公六年

、

十五年
，
成公二年

、

八年
、

十 六 年
，
襄 公

三十一年
，
昭公八年

。

据上可知
，
当时所称之 《书》 ，

实为该类典籍大类类 目名
，
而《虞书入

《夏书》 、 《商书》
、 《周书》等则为此大类所属下位类目名

。

倘再深一步又可 发 现
， 《书》 在 西

周
，
还有个称呼为长大训 》 ，

见于《尚书
。

顾命沐
� “

赤刀
、 《大训分

、

弘璧
、

碗淡在西序
。 ” 《大

训》 ，

是与先秦时所传有三皇
、
五帝时之书《三坟》 、

长五典论者相对应
，
为虞

、

夏
、

商
、

周之书的

总称
，

如同《三坟》为三皇时书的总称
，《五典》为五帝时书的总称一样

。

三者均含有鲜明的时代

意义
。

因此
，

乳安国论
“
书” ，

取
“
代

”
的含义

，
是有道理的

。

在孔子
“
退而修诗

、

书
、

礼
、

乐
” �时为鲁定公五年

，
周敬王十五年

，
孔子四十六岁�

前
， “ 诗 ” 为官方人士引用要算最多的了

。

仅 《春秋左传方就有近二百处
。

在 引 用 时
�

或 统

称为《诗》
。

见于 《左传办者上百处
，
且跨越时代长

，
自隐公至哀公均有

，
包含了《风》 、 《稚》 、

《颂》各类的诗� 《国语分中
一

也屡见
。

或依
“
诗

”
的

一

下属名称称为
� 《风》 ，

如 “ 《风》有《采繁》 、

《采苹》 ” �《左传夸隐公三年� � 《雅》 ，
如 “ 长雅》有 《行苇》 、 《粼酌》 ” �同前 � � 《 颂 》 ，

女冲

“
武王克商

，
作《烦》 日 ” �《左》宣十二年�

， “
故《颂》 日 �

思文后 樱
，
克 配 彼 天

。 ” �找国

语
·

周语上 》� 。

或再称《风》
、 《稚》 、 《颂》所含之下属名称

� 《周南》 ， 《召南》 �见于 《仪礼
·

乡射礼》� ， 《卫诗》 �《左刀襄三十一年�
， 《曹诗》 �《国语 一普语四办

， 《大雅 》 、 《国语上》�
《商烦》 �晋语四协

， 《鲁烦冷 �左 文二
才
自

， ·

周项冷 �香语四
��

。

据上可知
， “ 寿

”
在周

人 口中
，
也是以 《诗》为大类类目

，
再区分为交风》 、 《雅诊

、 《颂》二级类目
，
又再细分为 《周南》

等三级类目
。

周人 口中所称与《诗谱序 》所论 也是一致的
。

《春秋序 》 “ 《春秋》者
，

鲁史记之名也
”
处

，
孔代疏

万日 � “ 代春秋冷之名
， 代经》无所见

，
唯

《传林己有之� 昭二年
，
韩起聘于舍

，
称见鲁《春秋》

。
义外传 、 ·

晋语沙
�
司马侯对晋悼公云

�

羊舌片习于 《春秋》 � 《楚语 》 � 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
�

教之以《 春秋 井
。 《 礼

·

坊记 》云�
鲁

东春秋城己晋丧日
�
杀其君之奚齐， 又代经解沐日

�
属辞比事

，
代春秋》教也

。
凡此诸文所说

，
皆

在孔子之前
，
则知未修之时

，
旧有 《春秋》 之 目

。

其名起远
，

亦难得而详
。 ……据周时法则，

每国有史
，
记当同名《春秋》 。 ” �着重点为引者附加�这一段注释

，
集中了散见于各书中之

称 《春秋》者
，

并得出 �’�日有 《春秋》之目”
的结论

。

由此可知
，
孔子之前

， 《春秋》早已成为一

类典籍的类目名称
，
各国都如此

。

孟子所说
，
称呼虽有所不同

，
然实质完全一样

。

另外
， “

礼
” 、 “ 乐

”
也和 “ 易

”
等典籍一样

，
早在周代 己为官方人士相传

，
成为一类

典籍的类目名称
。

或曰
� “

六艺 ” 乃一些书的书名
。

这些书都是以
“
弓少 为单位的

，
怎么可以说它们是六

类书的类目名称呢� 的确
， 《易》 、 《诗方

、 《书》等 “ 六艺
”
是一些书的书名

。

但这 是 在 孔 子
“ 退而修诗

、

书
、

礼
、

乐 ” 以后
，
即在经过孔子等后人的编篡之后

， “
六艺 ” 才 形 成 为 以

“
本

”
为单位的几种书的书名

。

在此之前
，
并非如此

，
而是六大类典籍的类目名称

，
侮一类

都集合着一些书籍
。

�

��
�



一

综上所述
，
在孔子编书之前

， “ 六艺 ” ，
确已作为六大类典籍并列存在

，
同时流传

，
至

少在统洽阶级的上层人物中
，

印象是相当深刻的
，
区分得是很明确的

。

对此
，
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

请先看实例
�

之一
� 《尚书

·

洛浩》记载
，
周公决定还政于成王后

，

说了这么一句话
� “ 越乃光烈考武

王弘联恭
。 ” 曾运乾解

“
肤恭” 说

� “
肤当作训

， · ·…恭读为共，
法也

。

弘联
，
犹 《顾命》言

《大训》也， 弘恭
，
犹《商烦》言《大共》也

。 ‘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联恭

’
作一句读

，
抚言光汝烈考

之 《大训》及 《大法》也
。 ” 再通俗一点说就是光大你尊严的父亲的《大训》和 《大法》 。

可见
，
周

公将 “ 训 ” 即 “
书

” 和 “ 法 ” ，
是区分得一清二楚

，
毫不含糊的

。

之二
� 《国语

�

晋语四 》记载
，
晋公子重耳在逃期间

，
从狄出发

，
先后经历齐

、

卫
、

曹
、

宋
、

郑
、

楚
、

秦诸国
。

各国君臣
，
有主留的

，

有主逐的
，
也有主杀的

，
各陈其辞

。

在所述理

由中
，
依次引用了下列典籍

� 《诗》
、 《郑诗》 、

瞥史之《纪 》 、 《商颂 》 、 《周颂 》 、 《曹诗》
、 《礼

志》 、 《周易》 以及《诗》中若干篇名
，《周易》中若干卦名等

。

这是一个横向的记彝
。

涉及典籍种

类较多
，
然类目却非常清楚

。

之三
� 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

，
吴公子季札聘于鲁

，
鲁卿叔孙穆子令乐工为他演奏并歌

唱周诗
，
依次有《周南》 、 《召南》 、 《邺》 、 《娜 》 、 《卫》 、 《王》

、 《郑》 、 《齐》 、 《 幽 》 、 《 秦 》 、

《魏》 、
长唐》 、 《陈》 、 《部扮

、 《曹 》 、 《小雅人 《大雅》 、 、 《颂���

之四� 《国语 “
楚语上》记楚大夫申叔时论说教育太子的教材

，
依次为

“
春秋

” 、 “ 世 ”

“ 诗” 、 “
礼

” 、 “ 乐
” 、 “ 令

” 、 “
语

” 、 “ 故志
”
和 “ 训典

” 。

之五
� 众周礼》 、

张大司徒》 、 《师氏》 、 《保氏》
、 《大司乐》等篇记载着周王朝用于民和国子

的教材
。

用于民的
，
分为 “ 教 ” 、 “

德
” 、 “ 行

” 、 “
艺

” 四类
，
各类又分成

�
十二教

，
六

德
，
六行

，
六艺

。

对国子的
，
分为

“
德

” 、 “ 行
” 、 “ 艺 ” 、 “

仪
” 四大类

，
各 类 又 细 分

为
�

三德
�
至德

、

敏德
、

孝德�

三行
�

孝行
、

友行
、

顺行�

六艺
�

礼
、

乐
、

射
、

驭
、
书

、

数�

六仪
�
祭祀之容

、

宾客之容
、

朝庭之容
、

丧纪之容
、
军旅之容

、
车马之容

。

又再细分为小类， 各小类包含若干项
。

比如
“
六艺

” �

礼
�
细分为 ，’�吉礼

” �含十二项�
、 “ 凶礼

” �含五项�
、 “

宾礼
” �含八项�

、 “ 军

礼 ” �含五项�
、 “ 嘉礼

” �含六项� �

乐
�
细分为

“
乐德

” �含六项�
、 �

“
乐语

” �含六项�
、 “ 乐舞

” �含
“
大学 ” 七项

，

“
小学 ” 六项�

、 “ 乐曲
” �含六 项�

、 “ 五 声
” �含 五 种 声

，
又 分 成

“
阴声

” 和 “
阳

声 ” �
。

射
�
细分为白矢

、

参连
、

刻注
、
襄尺

、

井仪五种�

御
�
细分为鸣和莺

、

逐水曲
、

过军表
、

舞交衙
、

逐禽左五种�

书
�
细分为象形

、

会意
、

转注
、
处事

、

假借
、

谐声六种�

数
�
细分为方田

、

粟米
、

差分
、

少广
、

商功
、

均输
、

方程
、

赢不足
、

旁腰九种
。

之六
� 《周礼》《天官家宰第一 》和《秋官司寇第五》记载着周王朝的 “ 法” ，

总的分为
“ 典 ” 、 “

法
” 、 “ 则 ” 三类

，
每类又分为若干小类

� “
典

” 下分 “ 六典 ” ，
为佐王治邦国

用 � “ 法 ” 下分 ，’�又法 ” ，
为治官府用� “

则 ” 下分 �’�钡组” ，
为治都鄙用

。

往 下 还 可 细



分
。

如 ‘ 典， 下之 �刑典， ，
又分成

“ 三典
” �

轻典
、

中典
、

重 典， “ 五 形” �
野 邢

、

掌

刑
、

乡刑
、

宫刑
、

国邢
。 “ 五刑

” 之下
，
又细分成 “ 三刺” 、 “ 三有 ” 、 “ 三赦 ” 、 “ 五禁 ”

直五戒， 、

勺�成， 、 “ 五刑 ” 。

也细分封了因级
。

如果 说
，

前面有 关
“
易

” 、 “
书

” 、

“ 诗， 等六艺的分类
，
或许有人会说是笔着将散见于先秦典藉申的记载理出

，
再由笔者排对

而成
，
还不足以证畴周王室藏书是按科学分类誉理的话

，
‘

那么
，

这六个例子所引材料
，
声是

当时文献的原始记载
，
是直接从古籍中俄次摘引出来的

，

没有笔者的加��排比
。
据此六例

，

足以充分证明当时官府所藏典籍科学分约为确是客观存在
。
以教材为何

，

楚国傅 太 子 的教

材
，
分成九类

，
十分明确

。

而周王朝的教材
，
体系完整

，
经纬分明

，
层层区分

，
大类明确

，

刁健绳请楚
，
最高分到了四级

。

这可以说是当时藏书综合分类的突出代表
。

第三例
，
记载着鲁

国所藏之 “ 诗
” 的分类体系

，
这个体系

，
和后世所传《毛诗》的结构体系

，
横向

、

纵向各级类

目名称完全一样
，
仅仅是 “ 风

”
中之 “ 秦风” 前后次第有所不同而已

。

这就说明
，
后世所传

之《诗》的结构体系
，
即是在周王室所藏诗的分类体系上的局部调整

。

这一切都说明
，
周代价

书的务类水平是很高的
，
科学性是很强的

。

古代学者和文献对局代藏书分类的论述确实是有

根有据的
。

同时还说明
，
周代藏书的科学分类

，
不局限于

“
六艺

” ，
而是对所有 藏 书 均分

此
。

周代典籍有很高的分类水从 并不奇怪
。
在西周

，
在春秋

，
一句话

，
在 《史记

·

孔子世

家》所记 “ 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 之前
，
官府藏书已经有专人组织分类

。

《诗谱序》于 “ 故皆录之
，
谓之诗之正经

” 处
，
孔颖达《琉》日 � “ 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之

后
，
乃成王即政之初

。
于时国史自定其篇

，
属之大师

，
以为常乐、 ” “ 正诗， 即 “ 正经

”
别

称‘ 国史即太史
。
太师为王室的乐官

。

孔氏此论告诉我们
，

远在武王
、

成王之时
，
王室所采

之诗
，
均由国史区分审定

，
再交给太师

，
嘱咐其如何作为国之常乐演奏

、

歌唱
。

《国语
·

香语下》记载
� “

昔正考父棱商之名《烦叶二篇于周太师
，
以《那》为首

，
其辑之

乱日
�
自古在昔

，
先民有作

。

温恭朝夕
，
执事有格

。 ” 又
， 《 毛诗企 义

·

商 烦
‘
那》 序

·

日� “ 微子至于戴公
，
其间礼乐废坏

。

有正考甫者得《商烦》十二篇子周之太师
， 、

以 《那》 方
首

。 ”
郑氏《笺巩 ‘ 总序《商颂》废兴所由

。

言 �宋�微子至子戴公之时
，
其间十有余世

，

宾
有者暗政衰

，
致使礼乐废坏

，
令《商烦 》散亡

。

致戴公之时
，
其大夫有名日正考父者霭风商烦冷

十二篇于周之太师
。

此十二篇以《那伪首
。 ” 两处记载表明

， 《商烦滩早就已类分奢录在
案

。

据郑氏《笺犯 宋国微子之时 �周初时事�
，
已保存着《商烦》 。

后因君昏政熟 《商烦》亡

佚
，

至戴公时
，

才派大夫正考父去筒王室太师处取得， 据《鲁语下》
，
财正考父还参与了《商项》

的校勘
，
并为之写了乱辞

。

据上可灿 早在周初
， 王室所藏之诗便由太史进行了分类著录

，
编定之后再交与太师使

’

用
。

诗中之《 商颂》 ，
在春秋初期时

，
宋国大臣正考父还参与了校勘

，
写了乱辞

。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
，
春

，
晋国韩宜子聘于鲁

， 戎观书于大史氏
，
见 《易 》 、

象
一

与办 春

秋》 ，
日� ‘

周礼尽在鲁矣
。 ’ ” 据此可知

，
鲁国太史对所藏之书

，
是分了类的

。

韩宣子看

见的有三大英
� 《易分

、

象 ‘即法令�
、 《春秋》

。

《左传》鲁哀公三年记
，
夏五月辛卯

，
司铎官府起火

， “ 火逾公宫
，
桓

、

傅灾
。 ……南宫

敬叔至
，
命周人出御长 侠于宫

。 ……子服景伯至
，
命宰人出礼书

，

以待命
，……季柯子至

，

· ·

…谕藏象热 日� 旧章不可亡也
。 梦 象魏

，
或曰象

，
即法令章程

。

据此可灿 鲁 宗 庙所
裁之书

，
也是分了类的

，
并为上层人物所熟悉

。
因此

，

遭灾时能迅速命人抢出
。
由依次抢土



的典籍看
，
鲁宗庙之管理人员

，
平 日将藏书至少分为

“ 御 书
” 、 “

礼 书” 、 “ 象 魏” 三二大

类
。

上面
，
本文从古代学者和文献所论

，
先秦典籍中的原始记载

，
以及周代官府有专人对藏

书进行分类管理等诸方面
，
确证了周王室藏书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

�
�

对所藏书籍是进行了科

学分类的
， “

诗分
、 “

书
” 等 “ 六艺” 是如此

， “ 六艺” 以外的其他书籍也是如此
。

发因为如此
，
周代虽无分类专著留传后世

，
然而

，
其科学分类实践本身

，
对后世的影响

却是很大的
。
比如我国最早的分类专著《七略》的 “

六艺略
”
中的序文在阐述各类典籍之根源

时
，
往往便追踪至周代

�

“
至于殷

、

周之际
，……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

，
天人之占可得而效

，
于是重《易》六交，

作上
、
下篇

。 ”

“
故《书》之所起远矣

。

至孔子篡焉
，
上断于尧

，
下讫于秦

，
凡百篇

，
而为之序

，
言其作

意
。 ” 上

、

下之间
，
周当在其中

。

“
故古有采诗之官

，
王者所以观风俗

，
知得失

，
自考正也

。
孔子纯取周诗

，
上采殷

，
下

取鲁
，
凡三百五篇 ” 。

“ 故自黄帝下至三代
，
乐各有名

。 ”

“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

君举必书
，

所以慎言行
，
昭法式也

。

左史记言
，
右 史记 事

，
事 为

《春秋》 ，
言为 《尚书》 ， 帝王靡有不同之

。 ” ，
�

“ 古者八岁入小学
，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

，
教之六书

。 ”

· · · · · ·

…… �以上均见《汉书
·

艺文志》�

由此可见
， 《七略》的出现 ，

决非偶然
，
决非汉代一时之产物

，
而是汉以前历代藏书分类

由简至繁
，
由萌芽至成熟

，

经过长期发展的硕果， 其中
，

周代藏书分类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

也正因为如此
，
所谓周代典籍是

“ 以官秩为部秩
” 论就是不对的‘ 是不符合当时藏书管

理方法实际的了
。

出现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本原因
，
在于从章学诚开始到后世的坚持章氏观点

的学者
、

论著都误解了《周礼》这部书
。 《周礼》

，
又名《周官》

，
其内容是记载周王朝天子以下

六大类共三百六十种职官的名称
、

权力和职责，
�

因此
，
它根本就不是典籍分类的专著

， 如果

要说是分类的著作
，
也只能是一部官制的分类著作

。 ‘

典籍的分类专著与官制的 分 类 著作
，

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
。
两者不可能也不应该混为一谈

。

可是
，
章氏等恰恰将两 者合 二 为

一
，
握为一谈了

，
将���礼》这部先秦官制的汇编

，
官制分类著作当成了周王朝典籍分类的专

著
，
用事物分类取代典籍的科学分类

，
由此变出一个

“ 以官秩为部秩
”
的理论

。 ⑧
周代藏书科学分类

，
是我国图书分类

，
我国藏书事业起源史中的很重要的一环

。

两个世

纪来
，
这一页历史为一种假象所掩盖

。

现在
，
是揭去假象还其真面目的时候了

。

注 释

①章学诚� 《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
载《文史通义》卷六

· 《外篇一 》 ，

备要冷本
。

②章学诚� 《校仇通义》 《原道第一》
，
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 》本

。

娜毛诗正义》 ， 中华书局一九八�年影印版《十三经注疏》合订本
，

④《周易正义》 ， 《十三径注辉 》合订本
，
上册分页

上海中华书局《四部

上册���一���页
。



⑧《尚书正义》 ， 《十三经注疏》合订本
，
上册���一���页

。

⑥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
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据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版复印

，

��页
。

⑦《礼记正义》
， 《十三经注疏》合订本

，
上册����页

。

⑧《春秋左传正义��� 《十三经注琉》合订本，
下册����一�了��页

。

⑧《汉书卷三十 ·

艺文志》
， �了��页

。

⑩《周礼注疏》 ， 《十三经注疏》合订本
，
上册���页

。

�见笔者著 《周代藏书不 “ 以官秩为部秩
”
一一兼谈周代之藏书按科学分类》 �载《四���

图书馆学报》 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
该文对

“ 以官秩为部秩
”
论作了详细的剖析

。

简便节能家用暖气装置已申请专利

我校机械系上官英明同志发明的
“

简便节能家用暖气
”

装置已申

请专利
。

该装置结构简单
，
成本低�成批生产成本不超过百元 �

�
升

温快
�
燃料省且煤

、

柴
、

草均可用
�
适应范围广

、

尤宜用 于 南方 取

暖
�

它经江西省专利管理局组织试运转测定证明
�

升火半小时
，

室内

温度可升高�
“

一 �
“
�� 当室外温度为�

”

一 �
�

�时
，
一个四楼�� �

忽

的北屋三扇单窗房间室内温度可达��
’

一��
’

�
�

有需要该项技术者
，

可与江西省专利管理局或华东交通大学机械系上官英明联系
。

�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