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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班固的家世和经历，论述了《汉书》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人文主义特征，成功的著史格
局，弘扬实录精神，关心民生，保存珍贵的文化、学术资料⋯⋯行文流畅，视角新颖，尽现原典之精
华，启迪后人之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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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其泰，男，1939年生，196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
历史学硕士。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著有《史学与文化传统》，参加白寿彝教授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和秦汉卷的撰写，并发表有关史
学和文化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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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从《史记》著成至班固撰成《汉书》之前，相距百余年间，却形成了高峰之后的低谷时期，撰
写历史的工作陷入了困境。
这是因为，司马迁所形成的格局，竟然变成后人撰史的桎梏。
由于被司马迁的巨大成功所吸引，这百余年间，先后有17位学者从事《史记》的续作。
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褚少孙，另一位就是班固的父亲班彪。
    褚少孙为西汉元帝、成帝间博士，在他所补的《史记·三王世家》中这样叙述他补作的动机：我有
幸以文学进身为侍郎，平常好读《太史公书》。
在列传中讲到，《三王世家》中武帝封的诏令极有文采，但又读不到他们的家世事迹。
于是我便从知情的老辈人那里找到封的诏书，并且编排他们的事迹写成这篇文字。
现今《史记》中褚少孙补作的还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
传》、《龟策列传》等，大多是补记司马迁所未及见到或未曾记载的史实。
    饶有兴趣的是，班固记载了蜀郡守文翁的事迹，作为文景时期整肃吏治收到良好效果的典型人物。
文翁原籍是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
他当过郡县吏，因通《春秋经》，被察举，景帝时任蜀郡守，成为中原先进文化大力推行者。
在此之前，蜀地边远，文化低下，风俗落后。
文翁决定通过提倡教育，来改变这种情况，于是，他从郡县选拔了十几个资质聪明的小吏，亲自召集
起来加以鼓励，把他们派到京师，有的向五经博士学习经学，有的学习刑法律令。
文翁尽量节约本郡费用，省出钱来购买布匹等一类蜀土特产让上计官吏带给京师的博士老师，请他们
费心教育培养。
经过几年时间，这批学生都学有所成，回蜀后，文翁安排他们担任郡中各部门的正职，此后又陆续向
朝廷荐举，有的人后来官至郡守、刺史。
    文翁重视教育的又一措施，是在成都城内兴建本郡的学校，从各县招收子弟前来学习，免除他们的
徭役，成绩优秀的选拔作郡县吏员，其余的担任孝悌、力田一类乡官。
文翁还经常让学生到衙门见习处理事务。
他到各县督察，更从诸生中挑选一批学习与品行优良者随行，让他们向民众宣读政令，在县衙门进进
出出。
各县官吏百姓见了都认为这些年轻学生很荣耀，几年以后，各县父老都争着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郡中上
学，富人家甚至不惜为此花费钱财。
于是当地求学、受教、改变风俗的风气大盛，蜀郡派到京师的学生比一向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还要多
。
由于文翁重视文化教育获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到汉武帝时，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州郡设立学校的
制度。
这生动地说明：文景时期中原地区有了良好的吏治风气而产生了像文翁这样出色的地方官，确实做到
了政治上比较清明；又因为他办事得力，使得原来落后的边远地方反过来在教育上走到全国的前头，
推动中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些史实，今天读起来也仍然使人感到愉快。
此后，巴蜀一再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这样杰出的文学家，至班固的时代，巴蜀地区重视文化教育的
风气更为浓厚。
所以文翁受到当地百姓久远的纪念，他的事迹也列于《汉书·循吏传》之首。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讲得更为具体而生动。
有人曾向他请教：“像先生您学识这么渊博，能学到吗?”苏轼回答说：“能。
要说我的渊博，是从《汉书》学来的。
《汉书》中包含有治理政事、人物成败、地理知识、天文历法、官制、军事边防、经济生产等方面内
容，我有意识地分几次通读，每通读一遍专钻研一个方面，等几遍都通读完了，便各个方面都精通。
达到了这一地步之后，对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学问和知识，不论从哪个角度受到考验，我都能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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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根底雄厚，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豪迈气概。
”苏轼对《汉书》的深刻体会，很受明代学者杨慎、虞舜治的重视，常常引用来教人们读书。
    可见，《汉书》内容的宏富滋养了不少杰出学者。
苏轼所着重的，主要也指《汉书》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
从现代眼光来看，比较重要的包括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本纪和列传部分，有对于社会生活各层面
的大量记载，譬如有关边防、学术以至婚姻家庭等。
    二、有目的地选录了西汉一代贤材对于社会各方面问题的重要论议，可称含英咀华，具有思想哲理
、史学和文学上多方面的价值。
    三、十志，即包括丰富的典章学术知识，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关于二、三两项，需要留在末两章探讨，这里先就第一项加以论述。
    跟上述人物敢于违抗世俗，或者不畏权贵、甘冒身祸、仗义直言的高尚品格相对照，班固在《匡张
孔马传》中写了一批追求利禄、贪婪庸俗的高官，给以无情的鞭挞。
其中，匡衡、张禹、孔光三人都在西汉后期因通儒家经典而致身丞相，马宫在王莽时任大司徒四。
班固以他们为典型，揭示出独尊儒术以后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儒学成为向上爬的途径，因此造成一
批只会背诵经典、对国家毫无责任心的人物，他们身居高位而只图保住富贵利禄。
因此班固在传末愤慨地议论说：匡衡、张禹等人“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醖藉
可知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
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活画出这种人口诵经书、外表道貌岸然、专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丑态。
    匡衡是元帝时丞相，曾多次上书，都属于泛论灾异的应景文章，他畏惧掌握大权的宦官石显，唯恐
得罪了他，“不敢失其意”。
他身为丞相，还冒收四百顷地的田租。
事情被发现时，正值成帝即位，石显及其依附者倒霉，于是匡衡被人奏劾罢官。
    张禹是成帝时丞相，他的行为尤其恶劣。
当时王凤擅权，张禹身居相位却无所匡建，屡次上书辞职规避，惧怕招来身祸。
张禹外表谨厚，骨子里却是贪婪、纵乐。
平时聚敛财富，占田四百顷，都是泾河、渭河两岸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上等田。
他生活奢靡，身居大宅，后院陈列乐队、舞女。
张禹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对待弟子也是如此。
少府戴崇、大司空彭宣都是他的弟子。
彭宣为人恭俭守礼，张禹对他表面器重而内心疏远，每次来看望老师，张禹只在前厅接待，以讲论经
义相敷衍。
戴崇则喜爱饮酒玩乐，张禹打内心喜欢他，每次来，张禹便带到后堂饮酒，侍女陪伴，演戏奏乐，直
至夜晚才散。
传中还特别记载张禹生病时，趋成帝前来探病，请托将女婿从边郡内调，并为小儿子求职，将这个满
口经义的丞相内心中自私龌龊的实质揭露得淋漓尽致。
    孔光在哀帝时任丞相，平帝时任大司徒。
王莽擅权，便拿这个享有威信的旧相、名儒做手中的工具，每欲压倒、陷害对手，王莽本人不直接出
面，而先草好奏书，指使孔光向王太后上奏，借此将妨碍他夺权的人一一除掉。
马宫在孔光之后任大司徒，也是王莽手中的傀儡。
王莽称帝后，便将这个傀儡任命为太子师傅。
    班固刻划上述利禄之儒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使我们真切地了解独尊儒术
之后身登高位的是一些什么人物。
与此有密切联系的是，班固在《儒林传》中指出，汉儒传经的流弊，在于乖离经义，搞支离破碎的解
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
”这样任意附会、凭空臆说，必然引人误入歧途。
所以用百余万言来解释一部经典的烦琐笺注，早就被历史淘汰，毫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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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却能把阐发儒学的真谛，继承早期儒家的本色，与利欲薰心的俗儒及专搞烦
琐笺注的陋儒区分得很清楚。
这对我们今天在反思儒学演进的历史时候，如何做到把历史上以经邦济世、弘扬儒学真义的正直儒家
人物，与口称仁义而一心投机钻营的伪道学，及惯于琐屑饾饤、不明世务的章句小儒区分开来，作辩
证的具体分析，使之互不掩盖、互不混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地理志》末尾部分，是综论各地区的物产和习俗，在分析各个地区地理条件对民俗的影响方面很
有特色，故被当代地理学者称誉为：“可视为现代区划地理的雏形。
”《史记·货殖列传》在记载各地区物产时，已论及各地环境与民俗的关系。
至成帝时，刘向对各个区域作过概述，同时，丞相张禹委托属官朱赣归纳各地区风俗。
班固依据上述材料加以补充，整理成文。
他参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旧名，分述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
、粤(越)各地区的概况。
我们可以举出以下的例子：班固论述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地区，由于地势迫近
强悍的少数民族，所以形成“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骑射为先”的勇武习气。
汉朝以来，六郡子弟中，选出充任皇帝卫队(即羽林、期门兵)，他们在作战中立功，不少人上升为名
将。
班固又论及河西四郡，由于保卫边塞的需要，地方长官把练兵习战作为头等大事，“顺礼之会，上下
通焉，吏民相亲”，“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这是说，由于防守边境的紧迫形势，这里的官吏与百姓时有一起饮酒行礼的机会，严峻的环境反而
促使这里官吏与民众有较多的交流，所以风气比内地还要好。
班固的这些论述，都与其他篇章相印证并加以深化，因而历经漫长岁月而不失其光彩。
    总的来说，《地理志》显示出开阔的视野，提供了丰富翔实可靠的记载。
只有在国力强盛的时代，才有可能产生这样出色的著作，因而被誉为“集当时全国性地理著术的大成
，加以发扬光大。
”它记载的特点和方法，为后来的正史地理志视为典范，而后出的地理志，除地名和数目字有所增添
外，在体例上绝少超过它。
《隋书·经籍志》即这样评沦说，《汉书·地理志》的价值可与《禹贡》、《职方》相比拟，“是后
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
”认为后代的一些记载，从眼界、学识或记载的内容说，都无法跟《地理志》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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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华文库序在世界的东方，幅员广大的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灿烂辉煌。
中国历史上的文典精华，博采精湛，这是数千年以来历史的创造，人民智慧的结晶。
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以中国人民的文明智慧，来培育和启发后代，这是何等重要和艰巨
的工作。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传播中国的文化知识，我们编撰了这套《中华文库》。
文库具有相当的规模，陆续出版。
其选题范围广泛，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文化典籍、艺定鉴赏、文化地理、民族生活和伟人
生平等方面。
各书分别邀请有专门学问的研究工作者撰写。
他们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用现代的知识进行剖析和介绍，并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文采，
使读者看了既了解传统的文化精华，又有欣赏的情趣与韵味。
  《中华文库》由有名望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台北锦绣文化企业合作出版。
近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图书出扳方面，有不少合作项目，《中华文库》则是海峡两岸出版界最大和
最有影响的合作项目之一。
通过文库的编撰和出版，将进一步沟通两岸人民的思想感情，加强学术交流，促进我们的互相了解。
这套书的出版，将为我们两岸人民架起一座桥梁。
    我们也不能忘记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几千万华人。
通过这套文库，传讯祖国儿女的信息，将密切我们之间的联系，沟通同胞和乡亲的情谊，使海外的炎
黄子孙更多地了解故乡的历史、思想和生活。
    人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把这套读物奉献给中国和世界人民，愿读者从书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帮助! 
                                                              许力以                                                                1991年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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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而后人之所以能够了解几千年前的辉煌，文物和口耳相传的传说都不是最准确的。
而史书则是最好，最准确地了解途径。
一部《汉书》让后人真正体认到了汉朝的灿烂。
而《汉书》的作者班固深刻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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