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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
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
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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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次溪，名涵锐、仲锐，字次溪，号江裁，东莞篁村水围乡人。
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已印行的有《人民首都的天桥》、《齐白石的一生》
、《北京岭南文物志》（与叶恭绰合编）等。
少时，随父母在京生活。
30年代初毕业于北平孔教大学。
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从事北平史籍的整理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编著有《北平志》、《北平岁时志》、《北平天桥志》、《北平庙宇碑刻目录》、《陶然亭
小记》、《燕都梨园史料》等近四十种。
坑日战争时期编纂《京津风土丛书》、《江苏通志》、《清代学人年鉴》等书刊。
他一生热衷于北京天桥的民间曲艺杂技、艺人及民谷生活的调查研究，积累资料近三十年，集成《天
桥一览》、《天桥志》、《天桥景物图录》等作品。
建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分担《辛亥革命》历史资料丛刊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
1951年，他将研究北京天桥的成果加以总结，编著成《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
1957——1968年，他还先后为广东省博物馆、北京文物管理局撰写地方文史著作多种，亦撰写了《莞
乡烟水录》等。
1968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东莞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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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齐白石家世代务农，从老祖宗一直到他父亲，都是耕田种地的庄稼汉。
在那个年月，庄稼汉被压迫得气都喘不过来，熬穷受苦，是翻不了身的，只能世世代代穷苦下去。
他中年以后，画过一幅《星塘老屋图》，题了一首诗说：星塘雨过跳珠急，杏坞花开老眼明。
白屋有知应闷杀，公卿不出出穷人。
又刻过一方石章，文日：“星塘白屋不出公卿。
”他也常对人说：“我们星塘老屋，没有出过公卿。
”他所说的“公卿”，是广义的。
他出生时，家里穷得很，除了几间东倒西歪的破茅屋为全家五口人勉强能够遮挡风雨以外，只有大门
外晒谷场旁边的一亩水田了。
这一亩水田，叫作“麻子丘”，“地步”要比别家的一亩田大得多。
好年景，五六石稻谷是可稳打到手，收成不能算少。
不过就这么仅有的一亩水田，五六石稻谷，要想糊住五口人的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何况年景好坏，很难把握，遭逢着旱涝灾荒，收成打了折扣，缺粮就更厉害了。
他祖父和他父亲，一年到头在“麻子丘”里想主意，不惜工本，勤耕细作。
到了农闲时候，常常出去张罗点零工活做。
湘潭乡间的零工，那时通行的规例是主人管饭，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一天才挣二十来个制钱
。
这么一点醉矣欲眠诗思在，怜君闲与老农俱。
那年，黎薇荪在岳麓山下新造了一所别墅，取名“听叶庵”，邀他去玩。
他到了长沙，住在通泰街胡石庵的家里。
王仲言在胡石庵家坐馆，胡仙甫也在省城，都是他的老朋友。
黎薇荪那时是湖南高等学堂的监督，高等学堂是湖南全省最高的学府，在岳麓书院旧址。
张仲在里头当教务长，也是他的熟人。
他同黎薇荪、张仲飚和胡石庵、王仲言、胡仙甫等游山吟诗，有时又刻印作画，旧友重逢，心情非常
欢畅。
自从刻印的刀法改变以后，他又把汉印的格局，融会到黎薇荪大为称赞，说是古朴耐人寻味。
茶陵州的谭氏兄弟，是长沙城内有名的巨绅，十年前听了丁拔贡的话，把他刻的印章，统都磨平了，
当时他的颜面，真是丢的不轻。
此刻谭氏兄弟懂得些刻印的门径，知道丁拔贡的话，并不可靠，因此，把从前要刻的收藏印记，又请
他去补刻了。
同时，王湘绮也叫他刻了几方印章。
省城里的人，顿时轰传起来，求他刻印的人，接连不断。
他有过一句“姓名人识鬓成丝”的诗，这是他比较今昔，不免有点牢骚之意。
他常说：“人情世态，就是这样的势利啊！
”次年（公元1911年辛亥）春二月，谭延闽约他去给先人画像，又来到长沙。
在荷花池上，和谭延闽相见。
谭延闽的四弟谭恩闽于前年八月故去，也叫他画了一幅遗像。
他用细笔，在纱衣里面，画出袍褂的团龙花纹，并在地毯的右角，画上一方“湘潭齐璜濒生画像记”
小印，这是他近几年来给人画像的记识。
王湘绮也在长沙，他去访候，并面恳给他祖母做墓志铭。
这篇铭文，后来由他自己动手刻石。
清明后二天，王湘绮借瞿子玖家里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宴，看樱花海棠。
写信给他说：“借瞿协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
”他接信后就去了。
同座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兴人金甸臣、茶陵人谭祖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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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子玖名鸿宴，当过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
瞿子玖的小儿子瞿宣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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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齐白石的一生》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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