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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要着力教育创新。
教育创新共识的形成，是以对时代发展的新特点的理解为基础的，以对当今世界和我国教育发展的新
趋势的分析为背景的，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任务为目标的，深
刻地反映了高等教育确立“以人为本”新理念的必然要求。
教育创新的首要之义就在于，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
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相适应，努力造就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为了达到教育创新的这些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要实行教育理论和理念的创新，而且还要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特别要注重学科与专业设置的调整和完善，形成有利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
学科专业和教学内容；要注重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形成既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
的需求，又能体现和反映高校优秀的办学特色、办学风格和办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教学创新的这些措施，必然提出怎样对传统意义上的以“学科”、“专业”为主体的教育教学结
构进行整合，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通识”教育相兼容和相结合的重大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四库全书》与中国文化>>

内容概要

本书是通识教育系列教材之一。
其特点是体系新颖、内容充实、信息量大。
    本书分绪论与专论两大部分。
绪论全面介绍了《四库全书》的内容及分类体系。
专论分为《周易》、道家、佛教、《四书》、司马迁、司马光、中医及学案等八大专题。
力图全方位、多视角地探索中国文化的内涵，皆在述《四库全书》之要，弘中华文化之道。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通识课程作为教材使用，也是广大文史爱好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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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对（资治通鉴）的评价关于《资治通鉴》一书的史料价值，唐长孺有过精确的评价：“由《秦
纪》至南北朝各《纪》，所用史料（含《考异》）多见于现存其他史籍，《通鉴》独有的史料很少。
隋唐五代各《纪》，所用史料近半不见其他史籍，为《通鉴》独有。
所以《通鉴》后半部的史料价值高于前半部；尤其有关政治史的资料，价值重于两《唐书》。
”②柴德赓对《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也颇为肯定：“一方面由于搜集的史料丰富，凡是宋朝人能看
到的材料，司马光都有；一方面由于审查材料认真，材料比较正确⋯⋯具体来说，三国以后至隋的史
料价值胜于战国秦汉，而唐五代的史料价值又胜于三国以后至隋的一段。
所以，研究唐五代的历史材料，《通鉴》是最能够抓住要害之处的。
”③关于《通鉴》全书，历来评价甚高。
南宋乾道之际曾经“显道以忠言辅上”的太史员兴宗称赞《资治通鉴》为资治之“杰作”：“或谓先
正司马子曰：‘众人虽尚子书，惜乎言虽多而太迂也。
’司马子曰：‘圣人之言似乎迂，高而不能卑也，奥而不能迩也，是以龃龉而或穷，子患不迂耳矣。
’呜呼！
司马不患众谤而自患其学，不畏众言而畏圣言，是以在元丰之际，劳形怵心，驰骋上下千载间，讨正
诸史，当时未免病乎迂也。
故深研穷谛，于是时有是事善可法而恶可戒，然后取之，世谓之（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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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武汉大学讲授“《四库全书》与中国文化”课程已有数年，每次开讲之初都有“一部（四库全书
》不知从哪里讲起”的感觉。
登上一流校园的讲台，面对一流的学生，我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选修该门课程的同学日益增多，有时一个学期就达数百人之多，他们的热情甚高，一个个恨不得一口
吸尽《四库全书》，他们一再敦促我早点把课件做完。
现在，在多位朋友的帮助下，这本教材终于赶出来了，一时顿生如释重负之感。
本教材由我负责全书的策划，并拟定写作大纲。
各章节撰写的具体分工情况是：第一、二、六讲由我编写，第五、九讲由周春健编写，第四、八讲由
冯春编写，第三讲由柳燕编写，第七讲由胡蓉编写。
全书由我审稿和统稿。
柳燕参加了统稿。
首先，我要感谢三位新生代学人朋友——周春健博士、柳燕博士和冯春教授。
周春健博士是周国林教授的高足，他在赴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之前，特地来看我，并送来了四本学术
史方面的论著，功力甚深。
我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最可惜的是，才聚谈两次就分开了。
柳燕博士先后师从张林川教授、高华平教授，是四库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她的博士论文即以《四库全
书总目》集部为题。
冯春教授长期在湖北中医学院任教，在佛教文化与中医文化方面道行不浅。
2009年早春时节，应春健博士之召，我们四人有过一次琴园雅集，聚谈半日，专门讨论如何编纂这本
教材。
他们摩拳擦掌，欣然承担了写作任务，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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