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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
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
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
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
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
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
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
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
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裹学过一点点）。
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
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
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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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与中国古代史（代序）《史记》神农氏、炎帝为一、为二说考辨史佚非作册逸、尹逸考有关《史记
》崇儒的几个问题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关于汉代御史中丞的
“出外”、“留中”问题魏晋南北朝尚书左丞纠弹职掌考——兼论左丞与御史中丞的分工都督中外诸
军事及其性质、作用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
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晋恭帝之死与宋初政争刘裕门第考素族、庶族解从《宋书·蔡兴宗传》看封建
王朝的“废昏立明《梁书·何敬容传》“宰相皆文义自逸”句考释评魏晋宋齐“儒教沦歇”及“近世
取人，多由文史”说关于北魏行台的两个问题高昌官府文书杂考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略
论晋律的“宽简”和“周备略论晋律之“儒家化“律”字新释关于魏晋南北朝“弃市”刑为绞刑说试
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
续的基本原因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
形成的原因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
、历史背景关于朱熹《答陈齐仲(书)》戴震的理欲说应该重新评价——试论其对程朱理欲说的歪曲与
妄评王荆公诗“作贼”说质疑——试探唐宋及其以前指斥诗歌剽窃的标准问题铜钲与悬鼓——苏东坡
诗一个“出典”的商榷董小宛人宫说始于何时——兼略探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的创作意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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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既然过去一直使用经典有征之庶姓、庶族等词，为什么这一段时期又会出现在许多场合和它们
涵义完全相同的新词“素姓”、“素族”呢？
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首先，和这一时期素字被广泛使用于褒词中紧密不可分。
素字早在儒家经典中作质朴无文解，就具褒义。
《礼记。
郊特牲》曰：“乘素车，贵其质也。
”又曰：“酒醴之美，玄酒（即水）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
⋯⋯大羹不和，贵其质也。
大圭不琢，美其质也。
⋯⋯（祭天时）素车之乘，尊其朴也。
”郑注把此段经文概括为“尚质贵本”四个字。
这个精神直到魏晋南北朝依然未变。
如何晏之《景福殿赋》：“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
”不管何晏本人品德如何，至少说明当时正统观念把“太素”看得重于“繁礼”。
《南齐书》卷九《礼志上》：“至敬无文，以素为贵。
”也是此意。
另一面，魏晋以后玄学流行，从老庄思想的角度，也强调朴素。
《老子》第十九章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庄子·天道篇》：“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郭象注：“此皆无为之至也。
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同书又说：“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美。
”成玄英疏：“夫淳朴素质、无为虚静者，实万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贵，孰能与之争美。
”这些地方之“素王”、“朴素”之内涵，和儒家经典虽然不同，但“素”字乃美义则无差别。
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影响下，“素”字作为朴素、清白之义大量构成褒词，南朝尤为突出，如儒素、
风素、坟素、贞素、真素、退素、闲素、雅素、廉素、纯素、德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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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调来北京大学任教，光阴倏忽，整整六十年过去了，我已成了耄耋老
人。
今承蒙阎步克、陈苏镇、罗新、孟彦弘、张帆等先生热心建议、操办和大力鼎助，从我多年来已成集
子和未成集子有限的史学论稿中选出一大部分，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对我几十年教师生涯的一种
纪念，实际上恐怕也是以此对我这一年龄段知识分子今天往往容易产生失落感的一种宽慰。
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好意，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激励：“夕阳”毕竟“无限好”，在我有生之年，只要条
件允许，我是定会继续在学术上发挥余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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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材不材斋史学丛稿》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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