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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
这是很明达的议论。
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
、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
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
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
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
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
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
，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
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
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
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
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
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
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
助初学不少。
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
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
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
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
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
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典常谈>>

内容概要

朱自清先生用浅明而切实的文字，于十三篇文章中，要言不烦地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作品。
这本书写于1942年，六十多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
全书见解精辟，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是一般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
    此次出版，收录朱自清先生《指导大概》、《指导大概》和叶圣陶先生《重印序》和《读》四篇文
字，希望有益于读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典常谈>>

书籍目录

序《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附录一 《唐诗三百首》指
导大概附录二 《封建论》指导大概附录三 重印《经典常谈》序附录四 读《经典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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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
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
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
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
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
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
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
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
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
为“大敝伤道”①；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②。
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
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
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
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
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
东汉王允死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①，那
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
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
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
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
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
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
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
记》起始。
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
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
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
《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
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
，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②。
“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
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汉书》，汉班固著。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成阳）人，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
九二）卒。
他家和司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
但班固的凭藉，比司马迁好多了。
他曾祖班脖，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
成帝赐了他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
当时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真像大图书馆似的。
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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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好些学者，老远地跑到他家来看书，扬雄便是一个。
班斿的次孙班彪，既有书看，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
《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
他详论《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
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在列传里。
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
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于《汉书》。
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
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
大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大学，博览群书。
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
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
在大学里读了七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
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
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书。
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
当时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预言，摇惑民心；私改旧史，更有机会造谣，罪名可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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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
⋯⋯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
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
　　——叶圣陶 作家佩弦先生一向在发扬、介绍、修正、推进我国传统文化上做功夫，虽说一点一滴
、一瓶一钵，却朴实无夸，极其切实。
再加上一副冲淡夷旷的笔墨，往往能把顶笨重的事实或最繁复的理论，处分得异常轻盈生动，使人读
了先生的文章，不惟忘倦，且可不费力地心领神会。
这本《经典常谈》就是我这话一个确切的明证。
　　——吴小如 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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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典常谈》是跟大师学国学系列丛书，由朱自清所编著，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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