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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推进欧阳修研究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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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欧阳修是集政治家、思想家、经学家、

文学家和史学家等于一身的人物，被钱穆先生誉之为“通

人”。正因为此。欧阳修的学术成就备受学者关注，先后出

版了一批颇有份量的研究著作，欧阳修对中国文化的贡

献逐步被揭示出来。然而，由于学者们的专长不同，认识

视角不同。既有的研究仍有不够全面之嫌。其中最为突出

的缺憾就是或多或少忽略了欧阳修在文献学领域自成体

系、卓然一家的事实。令人欣喜的是，余敏辉教授的《欧阳

修文献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出版了，该书广

泛占有资料，采用从个案到整体的研究方法，综合归纳，

分析比较。系统而又深入地探讨了欧阳修文献学成就的

方方面面．无论是宏观的理论探讨，还是微观的细节考

订。都多有创新。不仅确立了欧阳修作为文献学大家的历

史地位，而且深化了迄今为止的宋代文献学乃至中国文

献学的研究。

其一。作者对欧阳修的文献学成就及文献学在欧阳

修整体学术风貌中的地位给予了多维观照和深入剖析，

如剥竹笋般层层递进，把欧阳修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作者在研究欧阳修文献学成就时，广搜博采各种资

料，细致梳理，分别探讨了欧阳修在文献的收藏、著录、校

勘、辨伪、注释以及金石学、谱牒学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认真分析了其间的关联，超越前人，自觉构建

了欧阳修的文献学体系。紧接着，作者又以文献学为视

角．把欧阳修放在北宋前期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中，从宋廷

的右文政策、宋儒的文化精神、宋初的文献学发展来认识

和确立欧阳修的文献学地位，从欧阳修的经历、志向和学

术人格来剖析他成为文献学大家的原因，深化了读者的

认识。

作为学界领袖和文坛盟主。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

式的学者。有鉴于此，作者在全面揭示欧阳修文献学成就

及构建欧阳修文献学体系的同时，进而揭示了欧阳修文

献学与他的经学、文学和史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指出

欧阳修的文献学与他的经学、文学和史学是浑然一体的，

他的文献学是他从事经学、文学和史学研究的基础，而他

在经学、文学和史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又成了他从

事文献收藏、整理和研究的有力保障。作者所做的这种努

力。不仅深化了自己所研究的主题，从多维度揭示了欧阳

修文献学的内涵、本质和地位．而且为人们研究此类问题

提供了借鉴，具有方法论意义。

其二。作者以颇具功力的研究和富于创新的精神。确

立了欧阳修文献学的范围。为以后学者们研究文献学提

供了新的话题。

欧阳修治学，涉足领域极广，仅就文献学而言，典藏

方面，收集大量图书和金石碑铭，藏书一万卷；目录方面，

预修《崇文总目》，主编《新唐书·艺文志》，编纂《集吉录跋

尾》；校勘方面，遍校四部，并首倡“文物校勘法”；辨伪方

面，排《系辞》，毁《周礼》，黜《诗序》；注释方面，探求《诗》

义，阐发《易》理，考究《春秋》大义；金石方面，编撰《集古

录》；家谱方面，编修《欧阳氏谱图》等。欧阳修在典藏、目

录、校勘、辨伪、注释、金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理应属于

文献学范畴，学界无异议。对此，作者都进行了深入探讨，

不乏精彩之论。但对于欧阳修的谱牒学是否应该归于文

献学的研究范围，仁智之见。颇有争议。之所以出现这种

情况，源于人们对文献学内涵和外延的不同认识。作者认

为，文献学除了包含典藏、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

辑侠外，还应该包含汇编。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深入研

究欧阳修所编《欧阳氏谱图》，指出欧阳修将涉及家谱的

资料区分为世系、世系录、谱序、恩荣录、谱例、像赞、图、

传志、诵芬录、懿行录、宗规家训、文献、志、修谱人员、陈

设图、领谱字号等，实际上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对文献进

行新的整理和分类。因此必须将这一部分内容放在欧阳

修的文献学成就中讨论。作者所提出的这一问题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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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细致入微的研究。为人们深入讨论欧

阳修的文献学成就以及认识文献学的范畴具有启发意

义。

其三，作者深入发掘欧阳修的文献学思想，率先对欧

阳修文献学的旨趣、原则和方法进行理论总结。概括了欧

阳修文献学的特色，具有开创意义。

中国人重“史”，记录历史，整理文献。传承文明，是中

国人的优良传统。在长期的文献整理过程中。人们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有着娴熟的整理技巧，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有

技术层面的操作而缺乏理论层面的思考。前贤出版的大

量研究文献学史、文献学家的著作也都注重发掘文献整

理技术层面、实践层面的内容，而对于文献学思想层面的

内容却甚少注意。该书在探讨欧阳修文献学成就的过程

中，尽力在欧阳修繁富的文献典藏、鉴别、分类、校勘、辨

伪、注释等工作的背后发现零金碎玉般的思想因素。融会

贯穿，归纳总结，用一章的篇幅分析欧阳修的文献学思

想。作者指出，欧阳修治文献学，立志高远，绝不囿于技术

层面的操作。而是把文献整理与理论建树相结合，显示了

欧阳修文献学鲜明的个人特征和时代风貌。正因为此，欧

阳修为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作者看来，

欧阳修治文献学的旨趣是“求国家之治”。他有着实事求

是的文献学原则。开创了非常适用的文献学方法。在文献

学思想方面。他提倡“学出己见”、“不苟立异”、“简易明

白”和“切于人事”．具有科学理性的特征。这些思想和方

法都是宋代文献学的精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

的研究角度和结论，可谓慧眼独具，不仅切实把欧阳修文

献学研究引向深入。而且为今后的文献学研究增添了思

想分析的内容．具有开拓学科内涵的意义。

其四。作者在评价欧阳修文献学成就时，一分为二，

实事求是．立论公允。

欧阳修是学术大家，受人敬仰近千年，其文献学开拓

领域之众多。范围之广博，内容之丰富，成果之卓著，影响

之深远。在他那个时代当属翘楚。如何给欧阳修文献学准

确定位。就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对此，作者不囿成见，

立论公允。在充分肯定欧阳修文献学成就的同时，横向比

较，指出欧阳修在从事文献整理过程中存在“自出议论”

和“抵牾穿穴”的问题。作者指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与欧

阳修既重文献考据、又重义理阐发的治学特点紧密相连

的。一方面，欧阳修重视对文献的校勘、考释和辨伪，并创

造出一系列治文献学的方法，且开创了金石证史的先河；

另一方面。欧阳修大胆疑经惑传，用质疑的眼光来审视所

有儒家经典．同时力排旧说，自出新义，极力使经学研究

摆脱名物训诂．转向义理阐发。欧阳修的文献学既有追求

文献真实的一面。又有探求“义理”的一面。这样的治学特

点必然具有两面性，就积极的方面讲，使之成为在思想史

上开一代风气的宗师。就消极的方面讲，也使他的文献研

究或多或少存在着违背文献学原则的现象。作者的分析

细致人微，启人深思。

其五，作者纠谬补缺，考证细密。解决了不少欧阳修

文献学研究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比如欧阳修著《集古录》的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

有嘉{右八年(1063)说，嘉祜七年(1062)说，嘉{；右六年

(1061)说等，作者经过认真考证，指出《集古录》成书于

“嘉祜六年”的结论是准确的。再如《集古录跋尾》的书名，

有学者认为今传《集古录跋尾》原名为《集古录目》，也有

学者虽然认为《集古录目》并非今传《集古录跋尾》的原

名，而是周必大校刻《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时所谓

的“集本”的异名。对此，作者穷搜苦爬资料，指出《集古

录》的“录目”和“跋尾”是分别并行的，最初“跋尾”附在

“录目”之后。“跋尾”容易被人看作是“录目”的一部分。后

来逐步区分开来，《集古录跋尾》与《集古录目》并行于世，

二者再无书名相混之说。又如《集古录目》的编撰，有欧阳

修与其子欧阳架共同完成说。也有欧阳柒独立完成说。作

者经过细致分析，确定《集古录目》为欧阳桨独立完成。善

不觉其小，所有这些结论的得出，都是建立在严格细密的

考证基础之上的，极见作者扎实的治学功力。

余敏辉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欧阳修文献学研究，浸

润其中，感悟颇多，发表了一系列非常有份量的研究论

文。得到学界好评。《欧阳修文献学研究》则是他研究欧阳

修文献学成就的一个集中展现。该书向人们展示了作为

文献学大家的欧阳修的学者风范和学术规模。填补了前

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疏略，拓展了文献学研究的空间，切

实确立了欧阳修文献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使人

们对欧阳修的学术成就有了更为全面地了解。当然，作为

第一部全面论述欧阳修文献学成就的专著，在创获良多

的情况下。在某些方面也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作

者论述欧阳修的金石学成就。就事论事者稍多，没能很好

地把欧阳修的金石学放在整个宋代金石学的框架中讨

论，故而略显单薄。再如作者讨论欧阳修文献学对宋代文

献学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时。罗列具体现象偏多，深入分

析评论偏少，读之有不能尽兴之感。笔者认为，在学术研

究领域。有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余敏辉教授

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可能恰恰是今后研究的起点，抱

着这样的美好愿望，我们期待更多更精彩的关于欧阳修

文献学、宋代文献学乃至中国文献学的研究著作出现，如

是，则是学界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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