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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书馆学视角看校雠学的近代境遇∗

□刘春云　龚蛟腾

　　摘要　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与传统学术大转型的近代时期,尽管校雠学学者群体蔚为大观、研

究成果持续涌现且思想精髓承前启后,但其发展亦面临重道轻器弊端积重难返、西学东渐潮流摧

枯拉朽和近代图书馆学强势冲击等诸多困境.随着传统校雠学的逐渐分化与急剧变革,图书馆

学日渐扩张而承其主体,目录学日益敛缩而偏安一隅,其他文献类子学科亦各取所需而扬其思

想.校雠学的近代境遇实际上是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过程,也是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等

文献类学科群的显性化过程.
关键词　校雠学　图书馆学　学术转型　近代境遇

分类号　G２５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５

１　引言

前期研究成果表明:古代校雠学向近现代图书

馆学演变,就是中国图书馆学的一次重大转型[１].
晚清以降,中国进入从中古东方式社会型态转向现

代西方式社会型态的近代社会转型时期[２].学术转

型与社会转型如影随形[３],中国传统学术随同政治、
经济等一起迎来前所未有的转型考验.“在西学东

渐的近代语境下,欧美学科分类的理念及方法传入

中国,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发生裂变,逐渐向近现代学

术转型,传统知识系统开始逐渐纳入现代学科体系

中”[４],作为中国传统学术重要门类的校雠学面临同

样的境况.校雠学萌芽于先秦,肇始于西汉,确立于

南宋,极盛于有清,其鼎盛期出现于乾嘉时期,此后

校雠学越过升降交点而进入分裂期.如果说清代中

期以来校雠学内部发生的分裂是其“盛极而衰”下愈

演愈烈的“内忧”,那么清末以后西方学术理念与方

法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冲击则是校雠学突如其来的

“外患”.在此双重因素的发酵与催化下,近代堪称

校雠学史上最错综复杂且最精彩纷呈的演化时期,
恰如来新夏老前辈所言“转型期的历史是历史发展

全过程中最富内容,最值得着眼的重点”[５].近代以

来,西学强势碾压中学,以西方新理新法治旧学———

即用西方学科理念重新整理中国固有学术———一时

成为治学风尚,于是传统校雠学在西方学科体系的

框定下逐渐分化与转型.校雠学的近代境遇实际上

是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过程,也是图书馆学、目录

学、文献学等文献类学科群的显性化过程.

２　校雠学的承传与发展

２．１　校雠学学者群体蔚为大观

中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把从事文献整理与

研究的学者称为校雠学家.古代校雠学人才辈出、
各领风骚,其中刘向、刘歆、长孙无忌、郑樵、胡应麟、
章学诚等为校雠学的确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清末民国,新一代校雠学者斟酌损益前贤的理论成

果,潜心于传统校雠学的学术研究,形成了近代蔚为

可观的学者群体,只不过当时的校雠学家与文献学

家、目录学家等称呼存在交叉使用的情况.近代以

来,特别是２０世纪２０至４０年代,目录学家对目录

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有以刘纪泽、余嘉锡、汪国垣

为代表的史的目录学家,以叶德辉、孙毓修、柳诒徵

为代表的版本目录学家,以刘咸炘、张舜徽、蒋伯潜

为代表的校雠目录学家,及以姚名达为代表的“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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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璧”式目录学家[６].其实无论哪个派别都可以“校
雠学家”统称,因为古代校雠学包含版本、校勘、目
录、典藏等内容,是名副其实的“一家之长”.另外,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人,按其学科背景来划分,有
人数较多的两大类,即文献学家和图书馆学家”[７].
民国图书馆学人中大多在“整理国故”的学术氛围中

大力研究传统校雠学(文献学),如杜定友、金敏甫、
李俨、傅增湘、李钟履、万国鼎、袁同礼、王重民、刘国

钧、柳诒徵、钱亚新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国学功底

深厚,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脉和

血统,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审慎汲取西学精髓.他们

“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即在传承郑樵、章
学诚校雠学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从而铸就

了中国近代校雠学发展史上的丰碑.

２．２　校雠学研究成果持续涌现

从«别录»«七略»到«校雠略»«校雠通义»等构成

了一个绵延不绝的经典序列,共同构成了校雠学学

科精粹的核心知识文本链条[８].围绕这些经典著作

又产生了诸多衍生文献,尤其是民国时期涌现出许

多校雠学研究成果.一是以校雠学命名的著作相继

问世,如杜定友的«校雠新义»(１９３０年)、胡朴安与

胡道静的«校雠学»(１９３４年)、蒋元卿的«校雠学史»
(１９３０年)、向宗鲁的«校雠学»(１９４４年)、蒋伯潜的

«校雠目录学纂要»(１９４４年)、刘咸炘的«校雠述林»
和«续校雠通义»、程千帆的«校雠广义»(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①、张舜徽的«广校雠略»(１９４５年)等;二是校

雠学相关研究论文屡见不鲜,如刘师培的«校雠通义

箴言»(１９１３年),钟肇鹏的«校雠通义评误»(１９４７
年),马太玄的«校雠学之意义及其历史»(１９３５年)
等.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图书馆学刊物———«图书馆

学季刊»“著者略历”中的统计数据也证实,排在前

２０位的著者所发表的文献目录学方面的论文数量

比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数量要多[９].西方图书馆学

的输入经由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过

程,当时西式图书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限,相关专

业期刊大量采用传统校雠学的文章属正常现象,体
现了近代图书馆学研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学

术特征.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图书馆»
“援仿密士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便是校雠学映

射在图书馆学上的成果.另外以«目录学发微»«中
国目录学史»为代表的目录学著作和以«书林清话»
«中国版本源流考»为代表的版本学著作等,也是校

雠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校雠学研究成

果持续涌现,是中国古代校雠学理论与实践长期发

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与西方学科理论的影响密不可

分,而近代学人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恪守也是一重要

原因[１０],代表了郑、章校雠学思想在近代的发展.
因此,近代可谓校雠学研究成果出炉最集中、最系统

的时期.

２．３　校雠学思想精髓承前启后

近代以来,一批深受古典文化影响的学者,既积

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思想,又极力推动传统文

化与学术的传承,经由他们呕心沥血浇灌的学术成

果必然也带着传统与革新的烙印.杨翔宇认为近代

校雠学理论著作有回归刘向校雠学本意、重视校雠

学史以及求真务实、广搜博采的理念与特色,对现代

编辑学、文献学、图书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１１].若

“回归刘向校雠学本意”和“重视校雠学史”是“承
前”,那“对编辑学、文献学、图书馆学产生深远影响”
则可谓“启后”,我们可从其中几部代表性成果的分

析中了然此意.杜定友的«校雠新义»“将古今中外

目录学思想融为一炉,是民国时期第一部由系统学

习过西方图书馆学的本土学人撰写的校雠学著

作”[１２].张舜徽从«广校雠略»到«中国校雠学概论»
所构建的会通校雠学,则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

变准备 了 条 件,即 为 其 文 献 学 的 建 设 准 备 了 条

件[１３].程千帆的«校雠广义»将版本、校勘、目录、典
藏四个部分作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隶属

于校雠学这门学科之下,同时又将它们相互独立,各
自成编,将校雠学这门歧义颇多的传统学问建设成

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实用性很强的完整学

科[１４].由此足以管中窥豹,近代校雠学研究成果的

确上承旧学(校雠学),下启新学(目录学、图书馆学、
文献学等文献类学科),既有对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

传承与发展,也有对西方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

改造,这是近代学人在这一特殊变革时期“中体西

用”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仅就图书馆学而言,近代校

雠学学者群的校雠学研究成果,不但是中国图书馆

学必不可少的学术源泉,而且是图书馆学保持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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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程千帆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讲授校雠学,
其时独撰的«校雠广义»初稿未正式出版;１９７８年程千帆在南京大学

重新讲授校雠学,此后他与徐有富在初稿基础上修订“校雠”“目录”
两篇并重写“版本”“典藏”两篇,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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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不可或缺的思想底蕴.

３　校雠学的困境与尴尬

３．１　重道轻器弊端积重难返

道器之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一个重要命题,形而

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如影不

离形.传统学术历来重视一以贯之的“道”,校雠学

亦如是.程焕文曾中肯地指出:以“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为核心的校雠学(目录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特

点就是重道轻器———重精神轻物质,重义理把握轻

器物制造.一方面,“道”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校雠

学理想,通过类例、类序、解题等来追求至善至美的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小道”境界,以此达到“申
明大道”的目的.另一方面,“器”又被中国古代校雠

学家所轻视和排斥,中国古代校雠学对不能遵循“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宗旨之“器”———书目———采

取鄙夷、讥议、排斥的态度,所以中国古代校雠学自

汉以后在制度的层面上一直是在一条死胡同中发

展,并无多少革新进步[１５].古代校雠学长期从属于

史学,史学视野决定其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揭

示文献及背后文化的来龙去脉与渊源流变,注重学

术分类与辨考的传统便由此形成,这与中国古代社

会文化也是相得益彰的.只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

强大外来文化的刺激,“由器求道”的价值取向,深
化、蜕变为“由器护道”的“祟器”倾向,“师夷长技以

制夷”的命题及后来的“中体西用”说都是这一“道器

观”的变相表达.这种道器观的变化,是传统价值观

向近代性蜕变的根本标志[１６].西方语境下传统价

值观受到冲击甚至被“祛魅”,杜威的实用主义对整

个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校雠学

过分强调学术辨考价值而对图书管理技术方法不屑

一顾的缺点使其在近代化进程中步履维艰.“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以重道轻器为价值取向的校雠学

“术”不如人,逐渐淹没于执“技术”与“实用主义”牛
耳的近代学术热潮中,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
“申明大道”的学术旨趣也以“科学”的名义一度遭到

学界的质疑与评判.

３．２　西学东渐潮流摧枯拉朽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学东渐”是一个

极其明显的特征.“西学东渐”指西方科学技术与人

文社会科学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对中国近世的

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促进了近

世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促进了中

国文 化 的 现 代 转 换 与 现 代 学 术 体 系 的 建 立[１７].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重创了

中华文明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优越心态,客观上也

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促使当时进步的知识分

子不断反思.他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学

习西方文明的必要,甚至有人认为传统学术和民族

文化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在近代

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这些时代先驱继而赞同只有

学习西方的“科学”,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更
有甚者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知识界里颇有一辈人

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放弃了,如此

始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１８].显然,中国传统

文化与学术当时为部分知识精英所厌弃,“西方文明

中心论”一度甚嚣尘上.依据西方近代学术观念及

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知识之内涵进行整理,并创建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新学科体系,已成为与西方学术

接轨的必然趋势.校雠学是中国古代特殊历史传统

与特殊文献形式决定下的特殊产物,西方学科体系

中没有能跟其完全吻合的学科.中国文化因丧失话

语权而“言必称希腊”,西方学科名称及学术范式成

为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标准,于是运用西方学科理论

与方法对校雠学进行“肢解”“剪裁”“嫁接”成为“正
途”,校雠学自身发展轨迹被打破.假如任由中国古

代学术独立自主地发展,那么产生一脉相承的校雠

学或基于校雠学的文献学应该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现在所说的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学、版本学等都

是这个学科的组成部分[１９].但是历史没有假如,西
学东渐潮流摧枯拉朽,东来的西方近现代学术重视

分科治学与理性精神,强调学术的深入和细化,校雠

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３．３　近代图书馆学强势冲击

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裹胁与中国近

代化的发展,独有、封闭、专享的古代藏书已不能满

足社会需求,源于藏书整理实践且重道轻器的中国

古代图书馆学(校雠学)也不能适应新式图书馆经营

管理的要求,而公共、公开、共享的图书馆及重技术

方法的图书馆学恰好弥补了古代藏书与校雠学的种

种缺陷,于是介绍和探索西方图书馆实践与理论成

为近代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早期在中国

传播西方图书馆观念与学术思想的主要有五大群

体,即西方传教士、开眼看世界之士大夫、维新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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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政府开明官吏以及地方贤达士绅.他们或在著

述中提及与介绍西方图书馆,或奏请朝廷设立图书

馆,甚至制定图书馆章程[２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末维新变法以后,建立图

书馆和办学校、开报馆、译印东西文字一同被当作启

迪民智的重要举措引入中国.因此,一大批新式图

书馆纷纷成立,图书馆术语、图书馆概念、图书馆译

著、图书馆学思想等也纷至沓来.社会对图书馆与

图书馆学的认识日臻成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

论和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图书

馆学从无到有、由点到面不断发展壮大,并于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正式确立.我国古代基于藏书活动发展

而成的校雠学虽有成熟的理论体系,但与西方近代

的应用图书馆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图书馆学先驱

杨昭悊就认为:“我国向少图书馆,更无所谓图书馆

学.古者虽有目录学、校雠学,与现今目录学、书史

学相类似,缺乏科学的方法,不足语与图书馆学

也”[２１].近代新学术范式以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

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以及学术形式通俗化

为基本特征[２２],校雠学因循守旧、缺乏科学方法,着
实难以和成长于新学术范式“庇佑”下的图书馆学比

肩.因此近代西式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成立

的时间虽不长但发展迅速,其光芒很快掩盖了校雠

学,校雠学无力抗衡而必然走向分化与转型.

４　校雠学的分化与转型

４．１　目录学敛缩而偏安一隅

李晓明认为“有关‘校雠学’的定义和范畴自清

代中期以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２０世纪上半期

更为突出,成了一笔学术遗产”,并将争议总结为四

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校雠学等同于目录学,第二种认

为目录学统领或涵盖校雠学,第三种视校雠学为治

书之学,第四种主张广义的校雠学,代表人物是张舜

徽和程千帆[２３].毋庸置疑,校雠学定义与范围的飘

忽不定决定了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关系始终暧昧不

清、欲罢还休,主张校雠者竭力否定目录学来保全校

雠学,而主张目录学者为发扬目录学又鼓吹目录学

的作用[２４],只是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争议重点和学

术倾向有所偏移.清儒大多以治目录为时尚,目录

学一时成为显学.清末学术渐趋融合,以“实用”为
主的义理之学渐据上风,就“目录与校雠”而言已出

现“校雠目录学”或“目录校雠学”.五四以后,随着

西方学术思潮不断传入,学科愈分愈细,学问越做越

精,一些学者出于学科建设需要提出广义“目录学”
之说.近代以来,“目录学”与“校雠学”呈融合趋

势[２５],但依然延续着前朝的两学之争.西学的介入

则使它们呈现新态势,双方地位与话语权此消彼长.

２０世纪初目录学从校雠学中剥离出来,发展成为一

门真正独立的学科,这“既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碰

撞与交流的结果,也是近代以来目录学自身发展与

演变的产物”[２６].其实两学之争由来已久,自刘向

定义“校雠”开始,关于两学谁是老大的争论就一直

绵延至今,只不过清朝中期以后尤甚.郑樵的«校雠

略»与章学诚的«校雠通义»等校雠学著作都有为校

雠学正名的愿望,我们认为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校

雠与目录之争的产物.历时久远的两学之争以目录

学的独立告一段落,这是对接西方学科体系的结果.
尤其是１９４９年以后,由于学习苏联模式,校雠学这

门课程连同其他一些相关的基础辅助学科被取消

了[２７],而目录学却仍然在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并逐渐替代校雠学名称.当然,目录学虽然从校雠

学体系中分化出来并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但相

对于包含版本、校勘、目录和典藏等在内的庞大校雠

学体系而言,目录学通常依附图书馆学而偏安一隅,
其研究范围无疑大大敛缩了.

４．２　图书馆学日渐承其主体

我国图书馆学发展拥有独特的历史处境和发展

路径,古代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图书馆学知识,然而

人们却往往认为是清末民初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催

生了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其实,尽管中国近代图

书馆学的建立“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引进显然大于对

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传承”[２８],但“中国学

者没有简单地充当西方思想的搬运工,而是在引进

西方学理的同时,提出了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诉

求”[２９].１９２５年梁启超先生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

成立会演说辞»,倡导“用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思
想来解决西方图书馆学这种‘新知’与中国古代校雠

学(梁启超称广义的目录学)这种‘旧学’如何对接的

问题”[３０].１９２６年刘国钧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

上确立办刊宗旨:“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

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
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３１].杜定友

则希望通过“我们向来所有的校雠之学”,在分类编

目问题上实现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国化[３２].民国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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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图书馆学学者努力在古代校雠学思想中寻求关联

与智慧,为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指明了方向.相对于

校雠学这个土生土长的“国粹”而言,图书馆学是个

从西方舶来的“洋货”,其要在异域生根发芽必须适

当“入乡随俗”.况且中国拥有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

文明发展史,其传统文化积淀之深厚与传统价值观

念之稳定,更加突显了外来“图书馆学”必须根植本

土文化的必要性.只有当古代校雠学思想和近代图

书馆学术相互融合在一起,即当西方近代图书馆学

术初步完成中国化之时,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才能成

为一门独立学科.２０世纪初,西学语境下的图书馆

学正式确立.王子舟先生认为图书馆学形成后在

２０世纪出现过三次高潮,其中第一次高潮(１９２５－
１９３６年)体现了古代学术的择善传承与近代实业专

业体系的拓展,首先是对千百年来在图书整理活动

中建立起来的古代学术的总结与继承,如校雠学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研究和发扬,无论在

图书馆学教育中,还是在图书馆著述中,都占有明显

地位[３３].看似外来的图书馆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传承了本土校雠学的思想内核,或者说校雠学本质

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图书馆学.

４．３　文献类学科群各取所需

校雠学是古代图书馆学,也是古代文献学.近

代在西方影响和知识分化的双重作用下,它由单一

的文献学科分化成拥有诸多子学科的“文献类学科

群”.文献类学科群同源同宗,除目录学、图书馆学

之外,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学、出版学等学

科也同校雠学一脉相承.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

的探讨源于２０世纪初,“民国初年是校雠学变身文

献学的关键时期,变身的根本原因则是‘校雠学’之
名已难以概括文献整理活动的全部内容,其主要推

动者是国学大师梁启超和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他们

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对文献学的初创起了奠基

作用”[３４].“文献学”始见于梁启超１９２０年所撰的

«清代学术概论»,之后他在演讲和著述中也多次提

及“文献学”“文献之学”“文献学问”等名目.１９３０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氏兄弟«中国文献学概

要»,是中国最早以“文献学”直呼其名的著作,“该书

的体系结构缺少内在的逻辑性,体现了古代文献学

脱离‘校雠学’之名的初期,理论研究的片面性和迷

盲性,因而该书问世以后未能引起学术界必要的重

视,和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３５].正

所谓“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

缝”[３６],在脱离校雠学之名的初期,文献学理论研究

尚不成熟,其局限性在所难免.然而“随着中华文化

冲撞交融,科学观念的引入和文献环境的变化,促使

一批学者广义地提出‘文献学’这一新概念,他们直

接继承了校雠学的理论和方法,或拓宽其内容,这就

形成了古典文献学”[３７],２０世纪后期校雠学被文献

学淹没.“从古代的校雠学发展为现代学科意义上

的古典文献学,既有学理与方法上的精进,也有学科

名称上的演化”,“文献学的最终定名,也是与国际接

轨的产物”[３８].此外,昔日校雠学麾下的“校勘”逐
渐演化为“编辑出版学”,档案学与校雠学则渊源更

深,因为古代早期的藏书楼往往既是图书馆也是档

案馆.诚如吴晞先生所言,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图书

馆史与书史、出版史、校雠史、目录史、档案史等是无

法区分的,而且年代越早,这些学科门类越趋于一

体.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些不同的范畴才逐渐有

了明确的分野[３９].近代是文献类学科群各分支学

科与传统校雠学的“分家”时期,这些学科的相继独

立与发展是校雠学适应近代学术的产物.

５　结语

纵观校雠学的近代境遇,既有西方学术的外在

刺激影响,也有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转型需求.在

此双重压力下,传统校雠学逐渐丧失固有地位而成

为学术史上的概念,但在其母体基础上逐渐衍生出

目录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等诸多文献类学科.其中

图书馆学是传统校雠学在近现代的主要继承者,其
创立本身就是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校雠学

在近代不断“对接”的成果.无论是古代校雠事业还

是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它们的业务工作都是围绕文

献采购、分类、编目、典藏、流通等展开的,只不过其

工作重心随着技术进步与需求的变化发生偏移罢

了.近代中国像一个大熔炉,旧学与新学激烈交锋,
中学与西学相互激荡,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校雠学

在这个熔炉里涅槃重生.它在近代的分化与转型,
无疑在文献类学科发展史上承担着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的历史职责.不管学科如何分化,名称怎样演

变,校雠学“学术之宗”的地位都是断然不可撼动的,
对其思想的研究与传承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应,基于校雠学母体的众多子学科都应当积极汲取

校雠学思想精髓.在图书馆学等文献类学科视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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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古代校雠学的流变,则既可最大限度地挖

掘传统学术之精华,又可为诞生于欧风美雨的诸多

近现代学科固本强基,更可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

化”“特色化”提供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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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ModernSituationofCollationTheory
fromthePerspectiveofLibraryScience

LiuChunyun　GongJiaoteng

Abstract:InthemoderntimesofChinesesocialtransitionandacademictransformation,collationtheory
hadbeendevelopedrapidly,ofwhichthescholarswasenormous,theresearchachievementscontinuedtoeＧ
merge,andtheessenceofthoughtlinkedthepastandfuture．However,italsofacedmanydifficulties,inＧ
cludingthattheflawofstressingtheoryanddespisingpracticewashardtochange,thetrendofeastward
spreadofwesternculturebroughtapowerfulimpact,andthemodernlibrarysciencemadeahugeattack．
Withthegradualdifferentiationandrapidchangeoftraditionalcollationtheory,libraryscienceexpandsand
inheritsitsmainbody,andbibliographyfallsintodeclinebutindependent,andothersubdisciplinesofdocＧ
umenttypealsotakewhattheyneedfromthemothersubjectanddevelopitsessence．Themodernsituation
ofcollationtheoryisactuallytheprocessofmodernizationoftheLibraryScienceinChina,andalsoisthe
dominantprocessoflibraryscience,bibliography,philologyandothersubdisciplinesofdocumenttype．

Keywords:CollationTheory;LibraryScience;AcademicTransformation;ModernSituation
５１１

从图书馆学视角看校雠学的近代境遇/刘春云,龚蛟腾
ResearchontheModernSituationofCollationTheoryfromthePerspectiveofLibraryScience/LiuChunyun,GongJiaot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