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目前国内倡议《儒藏》编纂的三所大学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之中，

四川大学以深厚的朴学底蕴及训练有素的文

献整理功夫、切实的科学研究态度和方法，赢

得了海内外学人的认同。在近现代学术史

上，四川大学是《儒藏》最早的倡导者和先行

者，在《儒藏》工程中，四川大学的成果出得

最早、最多。

早在100多年前，张之洞在四川创办尊经

书院之初，就为巴蜀学人指出了研究和注解儒

家典籍的方向，形成“通经致用，求实创新”的

学术传统，培养了包括廖平、宋育仁、蒙文通等

在内的一大批学有根柢的学术大家，在经学、

小学、目录学和文献学研究等领域作出了卓著

贡献。这一传统在四川一直被传承着，先后在

四川大学聚集了徐中舒、冯汉骥、任乃强、缪

钺、杨明照等一批文献学领域名家。

新一代川大学人在注重现代学科分类中

文、史、哲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古代典籍和儒

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1983年成立的四川大

学古籍所，就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该所是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直属单位之

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

传统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先后承担大型项

目《汉语大字典》《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

元文学分典）等国家和教育部课题，出版《宋集

珍本丛刊》《诸子集成》系列、《三苏全书》《宋人

年谱丛刊》等成果；承担编纂的“儒藏”工程、

“巴蜀全书”工程，在海内外享有不俗声誉，为

中华文化的传承、特别是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

与弘扬，苦心孤诣，一脉独传。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 吴雨珂

10月13日，“《儒藏》新书发布暨学

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双创基地报告厅

举行。在新书发布环节之后，举办了

《儒藏》学术研讨。来自四川乃至全国

的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对这一重大文献整理成果展开

了研讨。大家一致认为，川大版《儒藏》

的编纂出版，是一项文化基础性工程，

是中华几千年文脉流传到当下的一个

优秀成果，也是巴蜀大地的滋养、多代

巴蜀学人积累的结果。

武汉大学国学院荣誉院长郭齐勇、

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学智、宁夏大

学教授李伟、西南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祁

和晖、川师大杰出教授蔡方鹿、四川省

社科院研究员李远国、四川师大特聘教

授黄开国、华侨大学教授黄海德、巴蜀

书社总编辑侯安国、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王珏、川大图书馆馆长兰利琼等学者，对

川大版《儒藏》出版都表示了诚挚的敬意

和祝贺。有多位学者还作格律诗表达自

己对《儒藏》出版的祝贺、喜悦之情。

古籍文献成果的保存、传播和利

用，离不开出版这一重要环节。包括巴

蜀书社总编辑侯安国，四川大学出版社

社长侯宏虹、总编辑张宏辉等在内的出

版界多位代表参会。侯安国在发言中

提到，在蜀地，儒学传统深厚。蜀人编

《儒藏》，名正言顺。

川大出版社总编辑张宏辉在代表

《儒藏》编辑出版团队发言时说：“‘中华儒

学第一藏’《儒藏》终成完璧，充分体现了

今天的中华学人和中华出版人的担当和

抱负。我相信，有这种担当和抱负，中华

文化必将迎来不断的创新发展。”

刘学智教授在线上发言中提到，舒

大刚教授和他的团队“做成了古人想做

而没有做成的事情。”他还称赞了川大

版《儒藏》的诸多优点，比如体例新颖、

科学合理。文献编纂方式具有创新性，

“不同于通常见的仅影印文献，也不是

只录入点校，而是综合这两点的优点。

这是当代古籍文献整理的一个成功范

例。”舒大刚向封面新闻记者介绍，这种

将影印加圈点相结合的方式，“既能保

存文献原貌，又方便查看阅读。此外又

有提要加校勘，既纠正了错误，又展现

出精华。”

祁和晖在发言中首先为川大版《儒

藏》的完整出版“点赞”，然后从古蜀历

史讲起，谈到巴蜀从来就不是中华文化

的边缘地区，蜀学是中国学术的源泉之

一。在巴蜀地区，保存史料一直是一项

优良传统。

在研讨会上，学者们还从《儒藏》延

伸开来，谈到文献整理、编纂工作所需

要的态度、精神。四川师大特聘教授黄

开国说，文献整理成果，有着论文所不

能替代的独特价值，但这需要有特别的

眼光和实际执行力，所以在这个意义

上，非常佩服川大古籍所的努力。此

外，他还勉励学界同行，认认真真做学

术，“不要把精力放在学问之外的成果

出路问题。好的成果只要做出来，就一

定会有出路。”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 吴雨珂

舒大刚与《儒藏》。（张杰 摄）

《儒藏》总主编、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在现

场介绍了编纂出版工作情况。作为一套汇聚

中国历代儒学成果的大型丛书，《儒藏》对2500

年间儒家各宗、各派、各类成果作了最大结集，

共收录自先秦至清末儒学文献5000余种，堪称

孔孟以来历代儒家学术成就的集大成者。

《儒藏》分“经”“论”“史”三部二十四目，分装

656册，包含各类儒学著作和儒学史料。“经部”即

以经书为主体的经注、经解和经说系列；“论部”

即以儒家理论阐发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子学、礼

教、政论、杂议系列；“史部”以记载儒学历史为主

要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书目、学校等系列。

据舒大刚介绍，在编纂体例上，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

理念，试图将入选《儒藏》的书籍，按一定体例

编录，使其更具系统性，遵从西汉刘向、刘歆父

子《别录》《七略》，清《四库全书总目》的传统，

于《儒藏》开篇设《总序》一篇，三部各立《分

序》，小类各设《小序》，每书前又加《提要》。试

图通过这些叙录的介绍，将各自成书的儒学文

献联系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和完整的体系下，使

《儒藏》成为“用文献构建的儒学大厦”。

舒大刚还提到，希望《儒藏》的编纂出版，能

够成为助推儒学复兴的基础性工作，为儒学学

科恢复、儒学人才培养、儒家学术繁荣，以及川

大风格的学派形成，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

回望过去25年，舒大刚感慨万千，尤其对

社会各界的帮助和鼓励诚挚地鞠躬感谢。“过

去25年，是精诚团结的25年，是寻求支持、心

怀感恩的25年。也是我们传道授业、教学相长

的25年。这肯定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也不仅仅

是川大古籍所的成果，而是整个川大，乃至社

会各界同仁协同努力的结果。”他说。

会上，学界专家、作者团队、出版团队研讨

座谈。项楚、谭继和、祁和晖等学界专家参

会。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

会会长谭继和盛赞《儒藏》完璧出版，是一项

“史料奠基石”级别的重大宝贵的收获，是几千

年儒学文脉在当下时代的新结晶。

川大版《儒藏》
用文献构建的儒学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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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心血酿成“中华儒学第一藏”
——《儒藏》在川完璧出版

文 献 是 学
术的载体，学术
文 献 更 是 中 国
思 想 学 说 的 主
要 依 托 。 古 籍
文献整理是学术
研究的根基性工
作，是“为往圣继
绝学”的事业。
儒学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主干思想
资源。整理儒家
文献，意义重大。

10 月 13 日
上午，“《儒藏》
新 书 发 布 暨 学
术研讨会”在四
川 大 学 双 创 基
地 报 告 厅 举
行 。 会 上 对 外
宣布，由四川大
学 古 籍 整 理 研
究所编纂的《儒
藏》最后一批成
果，已由四川大
学 出 版 社 正 式
出版。至此，四
川 大 学 古 籍 整
理 研 究 所 于
1997 年 发 起 的

“儒学文献调查
整理和《儒藏》
编纂工程”，历
时 25 年 收 官 。
25 年的呕心沥
血，终成“中华
儒学第一藏”。
几 千 年 儒 学 文
脉 在 当 代 有 了
新结晶。

本 次 会 议
采 用 线 上 线 下
结合的方式，通
过 网 络 平 台 同
步 直 播 。 担 任

《儒藏》工作委
员 会 主 任 的 中
国工程院院士、
四 川 大 学 校 长
李言荣，四川大
学 副 校 长 姚 乐
野 等 人 到 现 场
致辞。《儒藏》总
监制单位国际儒
学联合会秘书长
贾德永，尼山世
界儒学中心（中
国孔子基金会）
副主任刘皓，中
华 孔 子 学 会 会
长、北京大学教
授王中江，分别
通过网络在线上
致辞祝贺。

川大版《儒藏》
有何独特？

川大版《儒藏》
在国内同类工程中有何特点？

《儒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