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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张元济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
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
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
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
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
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
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
么智慧。
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
般。
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
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
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
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
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
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
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
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入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
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
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
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
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
这话不无道理。
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
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
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
“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
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
？
答案皎如天日。
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
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
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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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著名学者张元济先生的史学文章，出经入史，旁征博引，通畅中蕴含深奥，随意中透出
匠心，以大手笔写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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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华民族的人格 孔圣人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孟夫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几句话，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
 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
为什么又会有求生害仁的人呢？
为的是见了富贵，去营求它；处在贫贱，去避免它；遇着威武，去服从它；看得自己的身体越重，人
们本来的良心，就不免渐渐地消亡。
贪赃枉法，也不妨；犯上作乱，也不妨；甚至于通敌卖国，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来，只要抢得
到富贵，免得掉贫贱。
倘若再有些外来的威武，加在他身上，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
 有了这等人，传染开去，不知不觉受他的引诱，这个民族，必定要堕落，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
 我们古来的圣贤，都有很好的格言，指导我们，在书本上，也有不少的豪杰，可以做我们的模范。
 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
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
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
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
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
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 作者自白 一公孙杵臼程婴 节录《史记·赵世家》第十三 此为公元前599年至
公元前579年间之事 晋景公时而赵盾卒。
谥为宣孟。
子朔嗣⋯⋯ 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 韩厥告赵朔，趣亡。
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
”韩厥许诺，称疾不出。
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官匿。
赵朔客日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日：“胡不死？
”程婴日：“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
 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
夫人置儿绔中，祝日：“赵宗灭乎？
若号！
即不灭，若无声！
”及索儿，竟无声。
已脱。
程婴谓公孙杵臼日：“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
”程婴日：“死易，立孤难耳！
”公孙杵臼日：“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 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
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
”诸将皆喜，许之。
 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
杵臼谬日：“小人哉程婴！
昔下官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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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
”抱几呼日：“天乎！
天乎！
赵氏孤几何罪？
请活之！
独杀杵臼可也。
”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
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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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教育出版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肇始。
而谈到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就不得不谈到张元济先生。
    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出版家。
张元济是清朝的进士、章京，曾参加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堪称维新志士。
变法失败之后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此后，他曾主持过南洋公学的译书院，并且主持过《外交报》等。
在主持译书院期间，他经常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印刷业务，因此与商务印书馆主要创办人夏瑞芳结识，
并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张元济逐步认识到“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
”。
1902年，他加入，了商务印书馆，从此与夏瑞芳通力合作，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中
，在他的擘画和主持下，商务印书馆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企业。
    张元济是以反对旧学、提倡新学的面貌出现于商务印书馆的。
首先，选贤任能着手教科书的编印。
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教科书、教授法以及教学参考书。
这些图书内容新颖，大大提高和扩大了中国学生的眼界，使商务印书馆在学术界树立了声誉，也为它
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张元济为了提升商务印书馆的学术地位，使图书出版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多方罗致人才，起用一
批有真才实学的编辑，并聘请一批熟悉中西学术的新人如严复、林纾、蔡元培、伍光建等，介绍西方
学术，比较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学术著作。
这些译著风行一时，曾一版再版，对沟通中西文化、培养社会人才，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还编纂出版了僻源》、《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多种中、外文词典和
工具书。
这些工具书具有内容丰富、体例新颖并适于应用的特色，因而行销全国。
1926年后，张元济的编辑工作主要侧重于古籍整理。
他编印古籍的质量是颇具盛名的，商务印书馆陆续编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
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
编印和流通这些卷帙浩繁的大型古籍可说是功德无量的千秋事业，既满足了专业人员研究之需要，又
嘉惠于子孙后代。
    叶圣陶在《我与商务印书馆》一书中回忆说：“不管哪行哪业，都可以从‘商务’找到自己需要、
喜爱的书刊，服务对象如此广泛，出版物的种类如此繁多，在当时以‘商务’为最，而‘商务’的气
魄所以这样大，是跟编译所的奠基人张元济先生分不开的”。
    茅盾先生在张元济90寿辰时写的祝辞，以及在他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明确肯定了张元济
对商务印书馆的卓越功绩：“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
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
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
的贡献。
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个开辟草莱的人。
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都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可以
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
”    今年，时值商务印书馆创办114周年，我们仅以这部张元济先生的文集表达我们对这位中国近现代
史上著名学者、出版家的敬意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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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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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史阅世》重温中国近代风云变幻，展现一代学者大家风范。
学术新陈代谢，整齐流略待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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