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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导读书目的发展

田　 磊

摘　 要　 我国第一部真正的导读书目产生于唐代，但唐代以前已经出现了导读活动和导读思想萌芽。
回顾导读书目和导读活动的发展历程，唐代以前主要是推行西周开创的礼乐制度，唐至清代主要以指

导科举考试为目的，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导读书目突显出文化竞争的作用。 进入信息时代，新
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使导读书目的编制更加科学合理，出版环境与阅读环境的改变也使导读书目在内

容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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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书目是指针对某一特定读者群或出于

特殊目的，围绕一专门问题对文献进行选择性推

荐，以指导自学或普及知识而编制的书目［１］ 。 阅

读受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因素的影响，且具有

很强的时代性，用以指导阅读的导读书目因而也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２］ 。 本文依据这些特征将

导读书目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梳理其从萌芽到

完善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轨迹，以期为现代导读书

目的编制提供一定的借鉴。

１　 导读思想的萌芽：礼乐制度下的导读活动

　 　 尽管唐代以前并未产生真正的导读书目，但
一些教育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导读对于社会教

化的作用，并在教学和著作中开始了导读实践。

１ １　 唐代以前的导读活动
１ １ １　 孔子、荀子的导读活动

孔子和荀子已经采用了比较完善的导读方

法。 孔子生活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一生致力

于推行周礼，其导读活动也体现在这个过程中。
他通过整理典籍宣扬自己的主张，“古者诗三千

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

五篇……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孔子认为“吾道不

行矣……乃因史记做《春秋》” ［３］ 。 他整理典籍坚

持三个原则：“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不
取“攻乎异端”的学说［４］（１８） 。 如果说“述而不作”
是整理书目的一般原则，那么后两个原则就带有

明显的价值选择倾向，具备了导读的意义。 更明

确的导读体现在其教学过程中，“孔子以 《诗》
《书》《礼》《乐》教” ［３］ ，因此对于《诗》 《书》 《礼》
《乐》的导读近乎完备，并通过五种方式实现：一
是评价图书或篇章的旨意得失。 他认为《诗》的

主旨是 “思无邪”， “《关雎》 乐而不淫，哀而不

伤”，《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
尽善也” ［５］ 。 二是指明图书的作用。 孔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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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５］ 。 三是指

明阅读顺序，“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

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 ［６］ ，他指

出个人成长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５］ 。 四

是指明阅读方法。 孔子认为诵读《诗》 《书》须用

周王朝的官方语言，五十岁学《易》则“可以无大

过矣” ［５］ 。 五是把握导读时机。 子贡问“《诗》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答

“始可与言《诗》已矣” ［５］ 。
荀子的导读体现在《荀子·劝学》篇中，通过

三种方式实现：一是介绍图书内容，评价内容得

失。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

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礼》之
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 《书》之博也，《春
秋》之微也。” ［７］ 又评价 “《礼》 《乐》 法而不说，
《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二是指

明阅读顺序。 他认为从学习科目来说，要“始乎

诵经，终乎读礼” ［７］ 。 三是指明阅读方法。 荀子

认为阅读首先要受良师指导，其次要尊崇礼

法［７］ 。 相比于孔子散见于各章的做法，荀子集中

式的做法更具有导读的自觉意识。
１ １ ２　 庄子、王充、刘勰的导读活动

对学术源流的辨析和评价同样具有指导阅

读的作用，庄子、王充、刘勰是早期的实践者。
《庄子·天下》篇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渊

源与得失。 该篇首先介绍了儒家典籍，认为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
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８］ ，指出

墨家《非乐》《节用》主张的非乐、节用、节葬等思

想违背了古时的礼乐制度，最后依例介绍了道

家、名家、杂家等思想。 王充在《论衡》中批判了

神秘主义儒学的谶纬学说，其中，《书虚》篇批判

了“为谲诡之书，著殊异之名” ［９］ 的不实记载，并
引《论语》《六经》《尧典》论证；《书解》篇介绍《春
秋》《诗》《书》《易》等的内容、写作背景和价值，
并对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的著述进行辩解；《案
书》篇列举并评价了先秦到东汉的一些著作。 刘

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论

述了文学的起源、各种文体的内容和形式以及继

承和革新的关系［１０］ ，《原道》篇总述文学的起源，
《宗经》《乐府》 《诠赋》等篇对于各种文体的起

源、发展以及名篇的介绍具有很好的导读作用。
１ １ ３　 司马迁、刘安的导读活动

对于一书作者、内容、写作背景、编次等内容

的介绍可视作该书的导读，汉代已经出现了单体

作品的导言，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刘

安的《淮南子·要略》即其代表。 《太史公自序》
介绍了作者的身世及家学传统，论述了阴阳、儒、
墨、法、名、道六家要旨和《史记》的写作背景，从
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
十世家、七十列传的写作原因及编排次序［３］ 。 司

马迁将古典目录学中介绍作者生平、学术思想、写
作背景以及内容提要等几种解题手法融为一炉，
是一篇内容翔实的导读作品。 《要略》是《淮南

子》一书的总结，该篇首先说明《淮南子》的编纂

目的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

地，中通诸理” ［１１］ ，坚持既论天道又言人事的编纂

原则，最后详细阐述了全书二十篇的编纂次序及

各篇的内容旨要。 《太史公自序》和《要略》采用

了不同的写作手法，但都阐明了写作目的、编纂次

序及各篇的主要内容，并且也有了条别篇章、部次

甲乙的分类意图，作者的初衷无疑是指导读者更

深刻地理解全书的内容。
１ １ ４　 管子、颜之推的导读活动

培养阅读习惯是古人的另一个导读视角。
《管子·弟子职》是一篇教导学生生活和学习的

规范，管子指出学生应该根据老师教导的内容学

习，首次诵读或有同学、客人到来时应站起来阅

读，不懂的内容须及时请教，老师休息后同学之间

仍需继续切磋，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１２］ 。 颜

之推的《颜氏家训》被后世称为“家教规范”，其
《治家》篇对子孙珍惜书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科治”，要
做到“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

得起”；读圣贤书时要肃然起敬，出现五经及贤达

姓名的废纸也不能用在污秽之处［１３］ 。 《勉学》篇
勉励子孙“数岁以上…多者或至《礼》 《传》，少者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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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诗》《论》”，认为流传的书目都有讹误，因此

“不可偏信一隅”。 《戒兵》篇劝诫子孙不要信口

言兵事，等到知识广博时方可研习。

１ ２　 萌芽时期导读活动的特点

导读伴随教育而生，科举制以前的教育主要

是推行西周开创的礼乐制度，这一时期的导读活

动也围绕礼乐制度进行。 《礼记·王制》载：“乐
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
造士。 春秋教以 《礼》 《乐》， 冬夏教 以 《 诗》
《书》” ［１４］ ，因此《诗》 《书》 《礼》 《乐》是这一时期

导读的主要内容。 从导读方式来看，已经具备了

导读的基本方法，但是作品体例并不完善。 严格

意义上的导读需要具备阅读对象、具体读物、阅
读次序、阅读方法、版本五个要素［１５］ ，唐代以前的

导读活动具备了前四种。 《荀子·劝学》篇具备

了导读作品的雏形，《论语》的导读散见于各章，
其他著作仅出现了一两个导读要素，因此这些都

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导读书目。

２　 导读方法的完善：科举制度下的导读书目

唐代敦煌经卷中的《唐末士子读书目》被认

为是我国第一部导读书目［１６］ 。 导读书目只有在

教育相当发达、读书治学成为风气、了解图书内

容成为必要的时候才会产生［４］（１６４） ，至少需要具

备两个条件：一是图书数量足够多，二是有特定

的阅读目的。 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运用提高了

图书生产效率，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图书日益增

多；科举制给普通民众提供了步入仕途的机会，
读书的目的更加明确；唐代已经形成了太学、州
学、郡学、县学和私塾组成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这
些都激发了指导阅读的需求，形成了导读书目产

生的条件。 从唐代科举制到清代鸦片战争，社会

制度并无大的变化，阅读就在科举制的主导下进

行，导读书目也以指导科举考试为宗旨不断发展

和完善。

２ １　 主要的导读书目及其体例

唐代杨松珍的《史目》、李肇的《经史释题》、
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等在介绍图书、指导治学

方面对初学者都是非常有用的，具备了导读书目

的某些特征，但是没有针对初学者的特点严加甄

别挑选并由浅入深地排列，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导

读书目［４］（１６５） 。 《唐末士子读书目》采用问答的形

式向初学者推荐了 ３５ 种读物，分为三部分：第一

部分推荐了 ２３ 种图书，第二、第三部分分别解释

了九经和三史。 从内容来看，该书目包含《千字

文》《开蒙要训》《论语》《尚书》等，是针对参加科

举的初学士子开列的书目；从著录方式来看，包括

书名、责任者、注释等，著录要素基本完备，但该书

目没有指出阅读次序和阅读方法，带有初创时期

的粗陋特征。 唐代道宣编著的《历代众经举要转

读录》是第一部佛经导读书目，分大乘经正本、大
乘律、大乘论、小乘经、小乘律、小乘论、贤圣集录

七类，每类下详细注明了包含多少部、卷、纸、行，
并说明译经年代、地点、译者，对于不同的版本有

详细的说明和评价。 该书目重点在于版本辨析，
作者在序言中阐明编著原因是“重译广文多生倦

怠，余此致因而演之” ［１７］ 。 该书“于异译别行诸

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以为代表” ［１８］ ，为读者阅读提

供了极大的方便，梁启超评价其为“道宣录中最

有价值之创作”。 元代程端礼编著的《程氏家塾

读书分年日程》是一部体例完备的导读书目。 程

氏将朱熹“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的读书方法融入

到导读中，将读者分成启蒙（８ 岁前）、小学（８—１５
岁）、成年（１５ 岁以后）三个阶段，列出每个阶段应

读的书目并指明先后次序，如《小学书》毕，次读

《大学》，次读《论语》，次读《孟子》，次读《中庸》
等。 该书目最大的特点是详细说明了每个阶段该

读何书以及每种书的阅读方法，如在小学阶段

“以朱子《童子须知》贴壁，于饭后，行饭时使之记

说一段” ［１９］ 。 明代陆世仪也将学子按照年龄划分

为三个阶段，并为不同年龄段的学子开出三份不

同的书目：《十年诵读》 （５—１５ 岁）、《十年讲贯》
（１５—２５ 岁）、《十年涉猎》（２５—３５ 岁），每个书目

中首先列出大类，如天文书、兵法书、古文、古诗

等，大类之下再列具体书目及其读法。 该书目有

两个特点：一是强调阅读的次序，除按年龄分阶段

开列书目外，还特别强调“以上诸书，力能兼者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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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不能兼则略其涉猎而专其讲贯，又不然则

去其诗文，其于经济中或专习一家，其余则断断

在所必读” ［２０］ 。 二是包含了律法、经济、天文、地
理、农田水利等图书，体现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
的思想。 由清代李颙口授、李世瑸手录的《读书次

第》按照小学、礼、诗、春秋、易经、史、文选的次序

编排，每类之下皆有小序，用以说明此类学术源

流、图书优劣，之后列出具体书目并指明善本。 该

书目的特点是在传统的儒家经典外开列了大量的

史书和文集，在编制体例上突出了善本和阅读次

序的重要性，篇末强调“右经史文乃学人之急务，
有余力则老庄管韩檀子鸿烈等集，或间一披览，以
广其识可也……”，李世瑸认为该书目“由小学渐

入大学，自经传徐及文史，步步有正鹄，书书有论

断，真入圣之正门，为学之上路也” ［２１］。

２ ２　 科举制度下导读书目的特点

唐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导读书目的

产生、发展和成熟时期，主要有三个特点：
（１）导读内容围绕科举考试进行，目的更加

明确。 《新唐书·选举志》明确规定科举考试的

内容：《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
为中经，《易》 《尚书》 《公羊传》 《谷梁传》 为小

经［２２］ ，这一时期的导读内容主要是这些经典及其

注疏。 明末清初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书目

中也相继出现了律法、经济、天文、地理、水利等实

用性内容，但仍属于儒家经典的附属。
（２）编制方法逐渐成熟，书目体例日臻完善。

唐代的两部书目一个偏重内容，一个偏重版本，
元明清的三个书目在内容和版本的基础上详细

说明阅读次序和方法，书目体例及编制方法已经

成熟。
（３）编制主体为长辈或塾师，没有出现官方

编制的导读书目。 鸦片战争前虽然频繁出现改

朝换代等大的社会动荡，但基本的社会制度及思

想文化始终如一，因此没有出现带有拯救文化意

图的官修导读书目。

３　 导读内容的拓展：文化碰撞下的导读书目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是中华

文化和西方文化、新文化和旧文化的碰撞时期，出
现了学习西方文化和新文化运动两种思潮，在此

背景下的导读书目也有了文化交锋的特点。

３ １　 中西文化碰撞下的主要导读书目

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学导读

书目有 １８４７ 年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的《经籍举

要》、１８７５ 年四川学政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
和 １８９０ 年裕德编撰的《经籍要略》。 《经籍举要》
收录图书 １７６ 种，按经、史、子、集编次，全书有总

序，每类之下有小序，每书之下有提要或案语，用
以介绍图书内容、版本情况及阅读方法等。 该书

的特点是在集部之后按照用途列出约束身心、扩
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诗古文词、场屋应试

等 ８ 类书籍［２３］ 。 《书目答问》共 ５ 卷，按照经、史、
子、集、丛编次，每书之下详列著者、卷数、版本。
该书的特点是在四部之外增加了丛部，解决了综

合类图书的分类问题；在版本选择上选取当时习

见者中少缺误者，不追求宋椠元刻［２４］ 。 《经籍要

略》是在《经籍举要》的基础上增删而成，借鉴了

《书目答问》的分类原则，书后编有“劝学八则”。
该书改变了《经籍举要》评价图书的案语体例，代
之以阅读方法，另一个特点是编入了钦定、御纂

书目［２５］ 。

在守护中华文化的同时，一些维新人士也编

制西学书目推广西方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是梁启

超 １８９６ 年编撰的《西学书目表》和 １９０２ 年编撰的

《东籍月旦》。 《西学书目表》收录图书 ３５２ 种，包
括正表和附表两部分，正表分西学、西政、杂类 ３
部 ２８ 类，西学主要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类图书，西
政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类图书，杂类介绍了部分西

方人文科学及综合类图书［２６］ 。 附表包括通商以

前西人译著图书、近译未印图书以及中国人所著

图书，并附有《读西学书法》一卷，指明阅读方法。
在介绍西书的同时，梁启超意识到中国人学日语

比较容易，虽然东学不如西学，但从东学入手是一

个急就之法［２７］ ，因此编撰了介绍日本图书的《东
籍月旦》。 该书按照伦理、语言、历史、地理、数
学、物理及化学、法制、经济分类，偏重于对政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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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介绍，他认为一切改革必须从社会教育入

手，因此将伦理、历史、地理等置于首位［２６］ ，在介

绍图书之后又列出相关的延伸阅读书目，并且首

次列出每本书的价格。

３ ２　 新旧文化碰撞下的主要导读书目

在 ２０ 世纪初，新旧文化的碰撞下也形成了导

读书目上的“整理国故”和“传播新学”两派。 “整
理国故”一派的主要代表书目有胡适 １９２０ 年编制

的《中学国学丛书》和 １９２３ 年编制的《一个最低

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者因收录文献过多不便使

用，作者又将其删减为 《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

目》。 这一时期的国学书目失去了科举考试的风

向标，因此个人色彩浓厚，梁启超指责胡适不收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重要史书却收录了

《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通俗小说，因此他编制

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

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等对此进行修正。 此

外，“整理国故”一派还有 １９２３ 年李笠编制的《国
学用书撰要》、１９２４ 年章太炎编制的《中学国文书

目》、１９２５ 年徐静修编制的《国学常识》、林语堂的

《国学书十种》、李笠的《国学用书概要》等。
随着新文化的传播，学科划分更加细致，“传

播新学”一派的导读书目呈现出专科化的色彩，
传统的不入正统的戏剧等也受到关注，这类书目

主要有 １９２０ 年沈雁冰发表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

学的意见》、１９２１ 年周学普的《近代戏研究参考

书》、１９２２ 年吴宓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１９２３
年西谛的《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和《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以及吴宓的

《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和沈雁冰的《欧美主要文

学杂志介绍》等。

３ ３　 文化碰撞下导读书目的特点

中西文化之争体现在导读书目上主要是科

举制主导下的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之争，新
旧文化之争则体现在广义的传统文化与新兴文

化之争，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导读书目有以下

特点：
（１）从内容来看，正统的儒家典籍地位日渐

式微，科技类图书受到重视，这一趋势在明末“经
世致用”思潮中即已发端，鸦片战争之后推向高

潮。 此外，专科导读书目逐渐兴起，儿童导读书目

受到重视，仅 １９３３ 年就出版了《儿童读物参考书

目》《儿童读物目录》《儿童书目汇编》等。
（２）从目的来看，文化竞争的意图凸显。 在

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总能以强

大的力量融合外来文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崛

起显示出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在两种文化的竞

争中导读书目发挥出了文化竞争的新作用。
（３）从方法来看，借鉴了西方目录学的编制

方法，主要体现在图书分类上。 西学东渐至杜威

十进分类法传入之前，图书分类突破了原有的四

部分类法，这一时期被称为“图书分类的混乱时

期”，按照改变程度可分为旧派、折中派和改革

派［２８］ 。 《书目答问》在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增加

了“丛部”，显然属于旧派；《西学书目表》基本按

照学科分类，属于折中派；《东籍月旦》完全采用

编、章、节的现代编制体例，已经属于改革派。

４　 导读原则的确立：马列主义的传播对导

读书目的影响

４ １　 主要的马列主义导读书目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学说开始在

中国传播，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大力宣传了马列

主义，从这一时期开始马列主义导读书目逐渐出

现。 １９２０ 年《共产党》刊载了《列宁的著作一览

表》，１９２４ 年《中国青年》刊载了《一个马克思主

义学说的书目》，１９４２ 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列了

以马列文献为主的《整风文件》，１９４８ 年华北局印

发了《干部学习书目》，１９５１ 年《学习》上发表了

《中国革命问题自学提纲》。 此外还有恽代英写

的《怎样研究社会科学》，澄宇的《国难期间青年

应该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施存统的《略谈研

究社会科学———也是一个书目》等［１５］ 。 这些文章

明显地具有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在论述

问题之后都列出了介绍马列思想、俄国革命、中国

社会问题的相关书目，有的甚至还推荐了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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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及翻译的外文书籍。

４ ２　 马列主义导读书目的特点

马列主义导读书目大多产生于 １９１９ 年“五四

运动”至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政治斗争的

产物，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这类书目属于专科

导读书目，涉及的范围较窄，加之图书数量本身

较少，因此收录的图书种类普遍较少，导读内容

也十分简单。 书目大多以文章的形式呈现，不足

以形成专门的导读图书。 受苏联目录学党性原

则的影响，这一时期导读书目的最大特点是确立

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无论是编制方法还是编

制思想，无论是导读书目还是目录学著作，都强

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原则影响到后来导

读书目的编制。 １９８２ 年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联

合编制的《目录学概论》系统论述了这一原则在

导读书目编制中的应用［１５］ ：导读书目编制的目的

是“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传播先进文化科学知识、提
高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等诸多方面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在选材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经

典作家有关本主题的论述、党和政府有关的指导

文件……”，编排次序时要“把有关本题的马、恩、
列、斯著作，毛泽东著作或论述以及党和政府的

指导性文件排在首要地位”。 及至今日，马列主

义指导原则仍然是我国书目编制工作的首要原

则，《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列类即是如此。

５　 导读技术的创新：信息时代的导读书目

２１ 世纪以来，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使人们进

入了信息时代，科技推动阅读发展使导读书目也

有了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编制技术的创新上。

５ １　 统计方法运用

统计学方法的运用使导读书目能够博采众

长，避免浓重的个人色彩，主要有三种形成方式：
一是汇集前代多种导读书目，取其交集编纂而

成，如 １９９９ 年出版的《中国读者理想藏书》。 该

书将 ２１ 世纪出版的 ８０ 种导读书目所收录的 ２５０３
种图书按推荐次数降序排列，然后选出前 ２８９ 种

作为首批导读书目［２９］ 。 二是邀请多位著名学者

开列书单，取其交集编纂而成，如 ２０００ 年北京大

学和清华大学公布的两份导读书目。 三是统计各

种图书销售、借阅排行榜及获奖书目，取其交集或

排名靠前的图书编纂而成，如 ２０１２ 年编制的《中
国基层图书馆基本藏书推荐书目》就是根据各图

书馆、书店的借阅和销售排行以及各种获奖书目

编制而成［３０］ 。

５ ２　 网络平台发布

信息时代以前的导读书目通过图书、期刊、报
纸、书信、文件等方式传播，这些方式受众面窄、传
播效率低。 网络平台的使用不仅使读者能够参与

图书的评价和投票选择，而且能够迅速推广选择

的结果，提高了效率。 例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分别于 １９９７ 年和 １９９８ 年发布的《大学生应读书

目》，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２００７ 年发布的《面向全国青少年的百种优秀书

目》，以及哈佛大学的推荐书目等都是通过网络

传播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５ ３　 导读书目与书评渐趋融合

基于推介图书的共同目的，导读书目与书评

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书评可看作是一书之导

读，导读书目可看作是群书之书评。 尽管书评偏

重于对图书内容及影响力的深度评价，导读书目

有指明阅读次序及方法的要求，但两者推荐图书、
引导阅读的目的是一致的。 单本书的导读、微书

评和书评汇集的出现使我们已经不能以篇幅长

短和数量多少来区分书评和导读书目，间接或直

接的推荐方式或可成为勉强区分两者的标准［３１］ 。
在两千年的书目发展史上，导读书目因其数

量少、影响小而不受重视，但其对政治、文化、科技

发展的反映却是最迅速的，发挥目录的实用性功

能也是最彻底的。 导读书目的发展受社会环境的

影响，同时也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自我

完善。 进入信息时代，科技进步为导读书目的编

制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出版环境、阅读环境的改

变又赋予导读书目新的内容和使命，关于书目的

书目、阅读疗法书目的出现即是导读书目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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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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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
４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Ｍ］ ．武汉：武汉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２．
５ 孔子．论语［Ｍ］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９－８１．
６ 王肃．孔子家语［Ｍ］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２００９：７６．
７ 荀况．荀子［Ｍ］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８．
８ 庄周．庄子［Ｍ］ ．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１５

－２１６．
９ 王充．论衡［Ｍ］ ．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１：５７－５９．
１０ 刘勰．文心雕龙［Ｍ］ ．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１ 刘安．淮南子［Ｍ］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６８１．
１２ 管仲． 管子 ［Ｍ］ ． 长 春：时 代 文艺 出 版 社，

２００８：３２０－３２３．
１３ 颜之推．颜氏家训［Ｍ］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

社，２０１４：４８．
１４ 崔高维．礼记［Ｍ］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４５．
１５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

目录学概论［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２０４
－２０９．

１６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Ｍ］ ．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４：１３１．
１７ 释道宣．大唐内典录［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ｌｄｚｊ． ｃｏｍ． ｃｎ ／ ｈｔｍｌｊｗ ／ １５２８．
ｈｔｍ＃ｊ１５２８－４４．

１８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Ｍ］ ．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１１－１２．

１９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Ｍ］ ．合肥：
黄山书社，１９９２：２８．

２０ 陆世仪．陆桴亭思辨录辑要［Ｍ］ ．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５．
２１ 李颙．二曲集［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５５

－５８．
２２ 彭斐章．目录学教程［Ｍ］ ．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４：６９．
２３ 信沪成．龙启瑞和他的《书目举要》［ Ｊ］ ．河南

图书馆学刊，１９８６（４）：３８－３９．
２４ 张之洞．书目答问［Ｍ］ ．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１－２．
２５ 李立民．晚晴国学导读目录的初兴及其社会

文化功用［Ｊ］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１）：
５１－５４．

２６ 柯平．文献目录学［Ｍ］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６８－６９．
２７ 梁启超．东籍月旦［Ｍ］ ／ ／ 饮冰室合集·文集

之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８３－８３．
２８ 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Ｍ］ ．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３７：１３９－１４０．
２９ 王余光，等．中国读者理想藏书［Ｍ］ ．北京：光

明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７．
３０ 郭腊梅，邓咏秋．切实提升基层图书馆馆藏

文献资源质量和书目推荐水准———编纂《中

国基层图书馆基本藏书推荐书目（第 １ 版）》
的说明［ Ｊ］ ．山东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３（２）：１０５
－１０７．

３１ 王友富．导读发展与前瞻［ Ｊ］ ．图书馆杂志，
２０００（９）：１４－１６．

（田 磊　 馆员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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