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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贾谊是西汉初期进步的政论家、文学家。
他生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人。
时称贾生。
十八岁时，因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为郡人所称誉，受到河南守吴公的器重。
文帝初年，吴公被征为廷尉，便向文帝推荐贾谊，谊被任为博士。
当时，贾谊提出了许多改革制度的主张，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故为文帝所赏识。
但是，却受到周勃、灌婴等人的排挤，以致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作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坠马死，贾谊自伤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常常哭泣，不久便死了，年仅三十三岁。
所著散文五十八篇（今存五十六篇），刘向编为《新书》一书。
此外，还有赋五篇。
贾谊《新书》的内容，主要是陈述如何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见解的。
围绕着这一主题，作者从下列各个方面加以具体陈述。
削弱同姓王的力量，以加强中央集权，是贾谊具体陈述的重点之一。
《新书》中的《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权重》、《五美
》、《制不定》等篇都是讲这个问题的。
贾谊深刻地分析了汉初的历史，认为无论是同姓王或异姓王，只要他们有力量，就必然会反叛中央；
其规律是“大抵强者先反”。
鉴于这种形势，他提出必须“割地定制”，其具体方案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藩强》）。
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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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散文部分以清代卢文弨校勘的《新书》为底本从《史记》《汉书》《古文苑》收录辞赋五篇加以
详细详明注释，附有《贾谊生平大事年表》《治安策》《的版本》增补佚文《汝阴侯滕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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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贾子新书过秦上过秦中过秦下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审微阶级俗激时变
瑰玮孽产子铜布一通属远亲疏危乱忧民解县威不信匈奴势卑淮难无蓄铸钱傅职保傅连语辅佐问孝(阙)
礼容经春秋先醒耳痹谕诚退让君道官人劝学道术六术道德说大政上大政下修政语上修政语下礼容语上(
阙)礼容语下胎教立后义贾谊赋吊屈原赋鹏鸟赋旱云赋惜誓虞赋附录一 贾谊生平大事年表附录二(1)治
安策(2)论定制度与礼乐疏(3)论积贮疏(4)请封建子弟疏(5)谏铸钱疏(6)上都输疏(7)谏立淮南诸子疏(8)
佚文夏侯婴传(9)佚文贾子新书佚文辑补(10)补遗附录三 《新书》的版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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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过秦下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循津关，据塞，缮甲兵而守之。
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钮稷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
秦人阻峻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
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
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
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
子婴立，遂不悟。
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
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
其势居然也。
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
形不利，势不便。
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
，名日亡秦，其实利之也。
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
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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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贾谊的散文集《新书》是我国古代较早的文集之一。
由于年代久远，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遗漏和讹误。
为此，前人便有怀疑《新书》为伪书者。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南宋的陈振孙，他认为“（《新书》中）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
决非谊本书也”（《直斋书录解题》）。
后经清人卢文弨和近代学者刘师培等人的考证，结论为：《新书》确系贾谊所作，但经过了后人的加
工整理。
全国解放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对《新书》真伪问题进行过详密考证。
结论是：《新书》是贾谊的作品。
《文学遗产》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王洲明同志的《（新书）非伪书考》一文，作者从各个方面进行考
证，认为《新书》确系贾谊的作品。
我们完全同意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和王洲明同志对《新书》真伪问题所做的结论。
贾谊的作品除收入《新书》的五十六篇（目录为五十八篇，其中有目无文者两篇）外，尚有赋五篇。
载于《史记》、《汉书》者，有《吊屈原赋》、《鹏鸟赋》；载于《古文苑》的有《旱云赋》及《虞
赋》的残文。
上述四篇赋作不存在真伪问题。
至于被王逸收入《楚辞章句》中的《惜誓》，王逸一方面说该赋的作者“疑不能明”，另一方面在该
赋的作者处仍署贾谊的名子。
我们考察了此赋的文体与《鹏鸟赋》的语句有几处基本相同，而其思想内容又与贾谊的其他作品（包
括《新书》）极为接近，因之，我们还是把它收入了本书中。
整理、校注贾谊集，首先碰到的问题是选用何种底本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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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贾谊集校注(增订版)》为游国恩等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修订版指定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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