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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 是中华书局新推出的点校本
“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第十种。全书 56 卷，
本纪 6 卷、列传 50 卷，篇幅不大，记载了
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权的第三个朝代——梁
朝56年的历史。

梁朝的建立者萧衍，后世称梁武帝，
本是南齐宗室成员，于齐末政局混乱中举
兵夺取政权，通过禅代称帝，国号梁。

梁前期与北魏政权南北对峙，北魏分
裂成东魏、西魏后，形成鼎足三分局面，
被称为“后三国时代”。等北齐和北周分别
取代东魏和西魏，已届梁朝末年。东魏降
将侯景叛乱，对梁朝造成巨大破坏，疆土
丧失大半。侯景之乱平定以后，梁朝统治
摇摇欲坠，被武将陈霸先夺取政权建立陈
朝，梁朝灭亡。

梁武帝在位 48 年，以恭俭勤政著称，
喜好文学与玄谈，敦崇儒学，信奉佛、道
二教，按照传统理想中的圣君标准制礼作
乐，致力于文化建设。在他的统治下，梁
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在学术思想文
化方面成就卓著，史称“自江左以来，年
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南史》
卷七 《梁本纪》），涌现出 《昭明文选》

《文心雕龙》《诗品》 等佳作，被认为是中
国文化历史上最辉煌、最富有创造力的朝
代之一。

《梁书》 由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
而成。一般认为始于陈太建末年 （约 581
年），至唐贞观十年 （636 年） 完成，前后
历经 50 多年。如果从梁末姚察参与国史撰
写算起，通计有 80 多年，中间历经梁、
陈、隋、唐四代更替。

在南北朝诸史中，《梁书》 的修撰质量
颇受好评。姚察先后在梁、陈二代为官，
除掌握许多一手资料外，也有机会接触到
皇室所藏的史书档案，因此书中对萧梁一
代的制度、行政和朝廷人事，记述颇为准
确。他学养深厚，是 《汉书》 名家，于史
学有深湛的认识，又以文才著称。姚思廉
家学渊源，父子两世纂辑之功，梁、陈二
史在唐代即颇负盛名。

清代四库馆臣称赞 《梁书》“持论多平
允，排整次第，尤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
法”。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 《梁书》文笔精
练明达，叙事简严完善，“行文则自出炉
锤，直欲远追班马”（《廿二史札记》 卷
九），“足称良史”。《梁书》 叙事状物及传
末论赞多用散文，在六朝崇尚骈俪的风气

中 特 立 独 行 。
近 代 桐 城 文 学
大 家 吴 汝 纶 认
为 “ 《 梁 书 》
似 胜 于 宋 、 齐
二史”。常为读
史 者 所 称 道 的
如 《 曹 景 宗
传》 载 其 大 段
牢骚之语，《韦
叡 传》 记 合 肥
之 战 、 邵 阳 之

战，《康绚传》 记淮堰之作，《羊侃传》 记
台城之守，语言丰富活泼，细节生动如
画，是中古史书中少见的佳作。

在古人观念中，南北朝并非盛世，相
关诸史不大为人重视。但从知识信息传播
媒介的角度，纵观现当代历史学发展，中
古史研究领域名家辈出 （如陈寅恪、唐长
孺、周一良、严耕望、田余庆等），当代中
青年学者成绩也很突出，在读书界形成普
遍持久的辐射效应，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史书，近30年较受读者关注和欢迎。

上世纪由山东大学历史系卢振华教授
点校的 《梁书》，是古籍整理中的上乘之
作。点校本广泛使用百衲本，南、北监
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和金陵书局本，
参校 《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 等
典籍，参考张元济、张森楷两种 《梁书校
勘记》，吸收了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等清
代以来学者的校勘成果，在标点、分段、
校勘订误等方面有不少创见，受到学界广
泛好评。

以前在华东师大古籍所读书时，常听
严佐之师称引余嘉锡先生 《四库提要辨
证》 序录中的一段话，作为学者虚怀恕己
之箴言：“然而纪氏之为 《提要》也难，而
余之为 《辨证》 也易，何者？……纪氏于
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
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
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
以处，纪氏必优于作 《辨证》，而余之不能
为《提要》决也。”

最近写修订前言重读这段话，我深有
所感，真可谓对治学甘苦有深切体味的见
道之言！在修订过程中，每当我因疲倦而
心生怠惰之意时，都不禁想起卢先生因摔
伤致残，仍长期卧于病榻上校点 《梁书》
与 《南史》 的坚持。前辈学者学问广博深
邃，毕生勤奋读书，心思单纯，意志坚
定，淡泊名利，高尚境界令人钦佩不已。

《梁书》 修订，着眼于点校本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修订之初基本“重复”了卢先生
所做的工作，对原先使用的版本、参校的史
书、参考的研究论著，皆一一覆核比对考
校。此次修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校勘方式的变化。当初推出
“二十四史”点校本时，有普及性的考虑，

校勘方面有简化处理倾向；文本方面也有
推出“定本”的考量，包括 《梁书》 在内
的许多史书在点校中“不设底本、择善而
从”，故文字改动的尺度比较大。实际上，

“择善而从”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我们理
解的“善”不一定是真正意义的“善”，看
似文字有问题、读不通的地方，可能是后
人对史书语言了解不够所致。再加上过去
铅字排版技术的限制，许多古字、异体字
被统改为通用字。这样一来，古籍中原先
包含的丰富信息就因简化而消失了。

《梁书》 修订本以百衲本作底本，采取
比较审慎的态度，改字尺度较小，尽可能
多地保留一些古书早期面貌，这对学术研
究是有益处的。如卷二九 《邵陵王纶传》，

“全由饩馈悬绝”句。因“绝”字字形较为
特殊，原点校本根据张元济 《梁书校勘
记》，引用 《汉书》颜师古注，兜了一个大
圈子，认为是“绝”的讹字。那个字实际
上没有问题，见于宋人夏竦的 《古文四声
韵》 卷五，是“绝”的异体字。修订本保
留这个字形，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文
字资料。

第二是参校文献的扩充。与点校本相
比，修订本在参校版本的广度与深度上都
有拓展。《梁书》现在存世的最早版本，是
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大字本，即百衲本的
底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残宋本
非常宝贵，我们据其缩微胶片进行通校，
景蜀慧师亲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借阅原书作
了比对核校。修订中还使用了 6 种三朝本，
与百衲本配补部分比勘，发现若干处明显
的误改，弥补了百衲本因描润校改有失古
本原貌的不足，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我
们还参考了清人李慈铭批校的南监本、清
人叶万等批校的汲古阁本、傅增湘校章钰
题款的武英殿本以及日本据南监本覆刻的
荻生徂徕句读本，其中一些校语学术价值
很高，对修订大有裨益。

第三是点校错误的修订。根据修订工
作总则和工作程序，我们参考了 《梁书》
点校本问世近 50 年来学术界发表的相关论
著，对点校本中的错讹进行纠正，统一体
例，作了适当的修订和完善。

（作者系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点
校本《梁书》修订负责人）

《梁 书》：
中古史书少见之佳作

□ 赵灿鹏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
集注》《孟子集注》，合称 《四书章
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
书》，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
是在宋代形成的中华文化新经典。

朱熹，世称朱子。绍兴十三年
（1143 年），14 岁的朱熹秉先父朱松
遗命，奉母到福建崇安五夫定居，
拜“五夫三先生”刘子翚、刘勉
之、胡宪为师，研读《四书》。

五夫古镇山川秀丽、钟灵毓
秀，素有“邹鲁渊源”美誉。

“五夫三先生”崇尚二程理学，
对 《四书》 都有深入而独特的研
究，胡宪更是将长期收集的数十家

《论语》解说，以二程论述为主，融
汇各家解说，同时附以自己独特见
解而成的 《论语会义》 传授给朱
熹。此书为朱熹注释 《论语》 提供
很大帮助。

在他们教导之下，朱子坚持以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研究
中心，研读大量学术著作，为研究《四
书》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晚年
朱子回忆当时“读《四书》甚辛苦”，

“十七八岁时，读 《中庸》《大学》
每早起诵十遍”。

文化经典是民族文化的基本之
典，具有创新性、权威性、深邃性
等特点，是民族文化的根和魂。中
华文化从远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
后到朱子集大成，是世界历史上唯
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孔子编撰 《五
经》，即通常说的 《诗经》《尚书》

《礼记》《周易》《春秋》，成为中华
文化的初始原典。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确立了《五经》文化经
典的地位，但回应不了当时社会思
想需求和佛学道学的挑战，导致孔
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日益边缘化。

中华文化发展到了关键时刻，
在尊崇维护 《五经》 的同时，需要
重新选择意义更加突出、内容更加
明确、能回应佛道挑战的新经典。
选择新的文化经典的任务，从唐代
韩愈提出，经北宋周敦颐、程颐、
程颢、张载，最终落在了朱子身上。

朱子认为，《五经》内容丰富但
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朱子
继承二程从 《礼记》 中分出 《大
学》《中庸》两篇的思路，并将《论
语》《孟子》 提升到“经”的地位，
与 《大学》《中庸》 合称 《四书》，
形成文化新经典。

朱子用 40年时间“遍求古今诸
儒之说”，融汇百家，收集各种经典
文本，加以研究注释。《论语集注》
引 用 学 者 1629 条 注 解 ，《孟 子 集
注》 引用学者 1324条注解。在此期
间，朱子还写了《论语要义》《论语
训蒙口义》《大学解》《大学或问》

《论孟精义》等与《四书》相关的著

作，构筑起包括理气论、天人合
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在内的庞
大的哲学新体系。

绍熙元年 （1190 年），《四书章
句集注》 出版。但朱子仍不断修订
完善《四书》，直到辞世前一天，还
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
邃，从宋代开始普及，元代被定为
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由此也确立了
朱熹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
位。诚如钱穆先生所说，朱熹“于
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
朱熹全部学术之中心，亦无不可。”
他还在 《朱子学提纲》 中对朱熹用
功于四书学作了简要的总结：“四书
结集于程朱，自朱子以来八百年，
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
其地位已在五经之上。”

作为文化集大成之作，《四书》
追溯到远古，承接炎黄、尧舜、孔
孟文化思想，开启疏浚文脉、重建
文化的进程，准确体现孔子、朱子
倡导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
方式，深深融入民族精神，内化为
民族文化基因，如源头活水，激活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

朱熹与《四书》
□ 马照南

赵灿鹏近照

《梁书》修订本《梁书》修订本

写作至今，除了出版多部长
篇报告文学和小说集，结集出版
散文，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究
其原因，主要是我散文写得少，
偶 尔 写 了 发 表 了 ， 也 没 太 当 回
事。那些不同时期写就的篇什，
就像漫不经心遗落在路边的文字
种子，我只是让它们自生自灭，
若能生根发芽甚至开出悦目的花
朵来，供路人驻足观赏，于写作
者来说当然是幸事。

不久前，终于想起将过去这
么多年遗落在人生旅途和岁月荒
野上那些大大小小的种子或花朵
收集起来、结集成册，构成不知
是否成为花束的花束。

散文是众多文学体裁中最自
由最随性的文体，因此从来就是
作者内心最清晰的映像，是作者
思想和情感最真实的结晶，是作
者生命和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记
录。所谓文如其人，最直接最真
实的印记，恐怕也非散文莫属。

这本集子收集的篇什加起来
约 25 万字，分印记、沉思、瞭
望、观潮、谈艺 5 个部分。书名

《人生的级别》，顾名思义，记录
了我本人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30
余年来的人生履痕、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汇集着我 30 多年来的
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凝聚着我
对现实、社会、历史、人生、文
学、艺术与人间世相的观察与思
考，是我数十年来人生、思想与
情感的珍贵结晶。

愿天佑中华。愿好人一生平
安。愿文学与人生更美好。

延庆小朋友为大家献上
《重阳连诵》，北京各区小学
生及家人走进井庄镇传统文
化体验基地，参观旱船博物
馆和艾草堂，了解旱船历
史、艾草文化，还在当地特
色 DIY豆腐工坊体验亲手制
作酸浆豆腐。曹雪芹纪念馆
副研究员樊志斌进行了“重
阳风俗漫谈”阅读分享会，
讲述北京民俗的来源。

蓝天、白云、秋叶、远
山，“阅读驿站”车开进延
庆区井庄镇，露天书摊摆起
来，人们选书看书……10月
24 日，“书香北京·阅读驿
站”走进延庆井庄镇传统文
化体验基地暨“重阳登高望
长城，知行合一书为道”主
题阅读活动在此拉开序幕。

“书香北京·阅读驿站”
活动是由书香中国·北京阅

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
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和各相关区委宣传
部承办的系列特色阅读活
动。今年 6月至 11月，北京
在平谷、房山、延庆、密
云、门头沟等阅读资源和服
务相对稀缺的地区，打造

“阅读驿站”，开展系列主题
阅读活动、书籍捐赠、流动
书香节等活动。

DIY豆腐工坊制作酸浆豆腐 王 远摄DIY豆腐工坊制作酸浆豆腐 王 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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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黄丽蓉） 近日，中
国作家雪漠著作《大漠祭》德文
版由奥地利 BACOPA 出版公司
出版，向全球发行。

在《大漠祭》中，作家雪漠
通过对西部荒漠边陲农村真实生
活状态的描绘，再现了西部腾格
里沙漠地区农民鲜活的生存状
态。自 2000 年出版，该书中文
版已5次再版，不断引发读者好
评。因其当下关怀，被媒体人评
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大漠祭》 德文版的译者是
德国著名翻译家武屹，他曾师从
德国译界泰斗顾彬。目前，“大
漠三部曲”德文版的第二部作品

《猎原》，也正由他执笔翻译。

本报电（柏玉美） 新近出版的传
记文学 《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
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以严谨
细致的笔调，深度还原了学者罗振玉
的一生。

全书围绕 3 条线索展开：历史
线，以个人经历展现晚清至民国年间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揭示深受传统
儒家观念熏陶的罗振玉在时代剧变大
潮中的人生选择；学问线，展现罗振
玉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高
峰，在金石学、甲骨学、敦煌学、农
学、校勘学等领域的建树；交际线，
通过记述罗振玉与王国维、俞樾、梁
启超、内藤湖南等历史人物的交往，
勾稽史料，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穿
插在学问探究之中，是一部传记文学
佳作。

本报电（代坤） 10月19
日在京召开的“浙江文化研
究工程新成果发布暨出版座
谈会”上，发布了 3 项新成
果——《浙学未刊稿丛编·
第二辑》《槜李诗文合集》
《（民国） 浙江续通志稿》。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始于
2005年，是习近平同志在浙
江工作时倡导并亲自主持实
施的浙江文化建设重大学术
研究项目，也是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首个特大型省级学术

研究项目。一期工程于2015
年完成，共立项课题 811 项，
出版学术著作1000余部。第
二期工程启动于 2017 年，至
今已开展52个系列研究。

《浙学未刊稿丛编》 是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
方案中的精品示范项目，也
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重要成
果。《丛编》 主要收录明代
以降浙籍人士以及外省人士
有关浙学的未刊稿抄本著作
以及1949年后未刊印的重要

稿抄本，强调未刊，由浙江
图书馆与浙江师范大学等单
位合作编辑成书。《槜李诗
文合集》 项目缘起于张元济
等人编纂的 《槜李文系》 的
影印出版计划，收集与整理
了 《槜 李 文 系》《槜 李 诗
系》的相关文献13种，堪称
嘉 兴 历 史 文 献 的 渊 薮 。
《（民国） 浙江续通志稿》
重新梳理民国时期未竟的

《通志稿》，根据现存志稿的
内 容 ， 大 致 分 为 “ 清 稿 ”

“征访册”“资料册”三类，
体量庞大，内容繁杂，具有
重要的文献保护意义。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新成果在京发布

本报电 （张聪聪） 10 月 17 日
全国扶贫日，“悦读颂小康 共享名
家领读课 （暨捐赠仪式） ”在京举
行，活动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京版北教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2020 年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
的主题是“书香飘京城，悦读颂小
康”。作为此次“名家讲堂”“领读
者”培训项目承办方，京版北教公
司 整 合 了 北 京 阅 读 季 “ 名 家 讲
堂”、“领读者”培训项目课程资源
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由曹文轩等多名
作家、专家录制的名家领读课 （视
频+音频），开发共有57节“人教·
快乐读书吧领读课”的数字化课程
体系，并印制成《图书阅读指导手
册》，通过由共青团中央主管的中
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无偿捐赠给目
前正决胜扶贫攻坚的52个县的520
个阅读室，以期让摆脱贫困走向小
康的孩子们能聆听到名家对经典好
书的解读，爱上阅读。

《大漠祭》德文版问世传记文学《国学与王朝》出版扶贫日捐赠名家领读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