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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吕太后本紀》
原点校本：諸侯王女曰公主

修订本：諸侯王女曰翁主

修订本校勘记：諸侯王女曰翁主

“翁主”，原作“公主”，據毛利本、景祐

本、紹興本改。按：《漢書》卷一下《高帝

紀下》“女子公主”顔師古注引如淳作

“翁主”，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

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

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

此處以日藏古鈔本、宋刻善本做

版本校，並參以 《漢書》 顏注作他

校，改正誤字。

卷十三《三代世表》
帝外丙，湯太子。太丁蚤卒，故

立次弟外丙。

標點改作：帝外丙。湯太子太丁

早卒，故立次弟外丙。

此處原點校本破句。《史記·殷本

紀》作：“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

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史

記·三代世表》亦云“帝太甲，故太子太

丁子。”因知太子實为太丁，而非外丙。

卷十五《六国年表》
秦取曲沃。平周女化爲丈夫

標點改作：秦取曲沃、平周。女

化爲丈夫

此處修訂原點校本破讀。《魏世

家》：“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

曲沃、平周。”《張儀列傳》：“秦王

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

（点校本 《史记》 修订本所有文

字均为繁体直排）

点校本《史记》
校勘修订示例

第一次听到“二十四史”是和毛
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不仅通读
了这洋洋 .%%%多万字的古汉语典籍，
有些纪传还研读几遍。

由清乾隆皇帝钦定为“正史”
“二十四史”，就是从 《史记》、 《汉
书》……直到《元史》、《明史》，由
不同朝代不同人接续撰写、历时
$'%% 多年才完成的一套史书，虽是
小众图书，文化意义却重大，它如珠
链将长达 .%%%多年的中国历史串起，
记载了各朝代的兴亡更替，囊括了政
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
社会风俗等史料，是反映中华民族伟
大历史进程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的
主要版本有三种：乾隆年间的武英殿
刻本（简称“殿本”），清末洋务派主
办的官书局金陵书局所出“金陵局
本”，$/0&年由商务印书馆多方搜寻
善本辑印的“百衲本”。

毛泽东对他所存阅的殿本重刻版
非常宝爱，随身阅读直到辞世，并写
下大量批注。他很早就提出“似应先
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
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
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
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
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蹉跎二十载“绿皮本”出世

尽管“殿本”审阅精严、刻工精
良，但因编纂者多为御用史官，为当
朝帝王和时政左右，不仅避讳颇多，
加之查核原文不易，编书常以学者背忆为准，所以存在大量单字错误和段落颠
倒、整段文字脱落丢失等缺漏，遗害后世。最重要的是，全套史书都是无句读
（文词停顿的地方，指段落或句子）的古汉语，给现代读者的阅读造成极大障
碍。

$/1&年，时任文化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提议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
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并满怀豪情地说，“这是千秋的事
业”。

$/1'年 /月，毛泽东指示吴晗组织整理点校前四史。范文澜、吴晗等商
议后提出将其余二十史及 《清史稿》 全部加以整理点校，由中华书局组织人
力、订出规划，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
检查的本子。

这一整理工程不可避免地被“文
革”所中断。其间有两个小插曲颇耐
人寻味。$/&2 年，时任“中央文革
小组”领导成员的戚本禹指示中华书
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使用“旧
人”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不过几
个月后戚垮台，这一奇迹般的恢复成
为昙花一现。$/2$ 年，姚文元在请
示毛泽东主席后给周恩来总理写信重
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指出除前
四史外，其他各史都未印出，建议组
织一些老知识分子将此项任务分工继
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
料。由此，或可想见“二十四史”在文化人心目中的地位。

沉重的车轮又一次开始向前转动。到 $/2'年《宋史》出版，“二十四史”
及《清史稿》的全部点校出版工作均已完成。这套被称为“绿皮本”的点校本
以其学术质量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逐渐取代此前各种旧本，成为海内外使
用最广泛的权威通行本。

古籍整理是不断求真的过程

在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倡议和温家宝总理、陈至立国务
委员批示支持下，)%%&年.月，集全国之力、组织)%%多名学者参与的“二十四史”
及《清史稿》点校本修订工程正式启动，点校本迎来第一次“大修”。

很多人对此充满疑虑，因为点校本的参与者多是顾颉刚、陈垣、郑天挺、
翁独健、唐长孺、王仲荦这样的断代史顶级学者，而我们今天却没有如此深孚
众望的文史大家。有网友问：“你们还能修订《史记》？”比较懂行的则顾虑会
不会越修订越糟糕。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释疑，修订本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只
求通过版本复核、文本校订等严格程序，消弭点校本缺憾，认真吸收新发现的
文物、文献和新研究出的学术定论，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
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历时)%年才出齐的“绿皮本”，因社会动荡留下不少遗憾。一
是开始对质量没有统一要求，造成早期点校的《史记》
没有校勘记，《三国志》没有固定底本，四种本子
对校，择善而从，有异文处究竟从了哪种本

子，未做交代；二是有些史书点校
采取“大兵团作战”，成于众手，难
以保证质量；三是$/2$年在反对
“烦琐考证”的旗号下，规定只在
“点不断、读不懂”的地方才使用
“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他
校”（与相关史籍及类书比勘），未
能很好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

2年过去，点校本《史记》修订
本作为第一个成果终于面世，给
出了完满的答案。修订小组以金
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广校诸本，撰
写校勘记，订正标点讹误，统一体
例，增补《史记索隐》缺文。
“并不是说我们的学养如何

领先前人，而是时代的进步让我
们有条件用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
手段完善上一次的整理成果。”
《史记》 修订组负责人、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生群说，他
们借鉴了前人未使用的珍稀版本
进行通校和参校，如台湾傅斯年
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
解》和现存最早的《史记》三家
注合刻本（足本现藏于日本）黄
善夫本，还充分利用了古籍数据
库检索，提高了判断准确性。

最难不过点古书

高水准的古籍整理，需要极
高的学养和素质要求，但在现有
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从事它却不
能获得相应的荣誉和报偿，长期
的寂寞清贫和默默无闻给点校者
以巨大的负面压力。正是这个原
因，使部分修订组进展缓慢。对
此，修订工程工委会主任杨牧之
痛切陈词： 《史记》 点校本自
$/1/年出版共印行 )2 次，发行
&% 万套，“再过三十年、五十
年，有多少今天所谓的学术成果
还能留存在学者们的视野里”？

但更多的学者一心一意做修
订，甚至将自己生命的余光都献
给了修订工程：
《明史》 在“二十四史”中

规模仅次于 《宋史》，修订组成
员又分散在好几个院校，进行统
稿的主持人南炳文先生每天在办公室工作 $%小时以上；
《史记》修订负责人赵生群因长期紧张工作病倒住院，中华书局不知情的

编辑致电催促进度，一向支持他工作的赵夫人忍不住流泪；
)%%2年，裴汝诚先生不顾年长体弱，接受了 《宋史》 修订项目，罹患重

病后唯一惦记的就是《宋史》修订没有完成，在坐起来都困难的情况下，还约
来修订组的同志交代工作。)%$0年 $月，裴汝诚先生因病逝世；

复旦大学古籍所吴金华先生是《三国志》的修订主持人，跟修订办约定在
1月底交齐全部稿子的当天，猝然离世。

如今，《宋书》和《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已经交稿；《魏书》已交
/%3的修订稿，《明史》也交来大约一半的稿子。

今年 $%月 $/日，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标志着共和国成立以来
第二次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终于进入

出版阶段。)%$2年，当修订全部完成，我们不光能看到一套更
正确、更可靠、更有用的国史定本，还会得到一支强

大的古籍整理学术队伍，这“千秋的事业”
足以告慰历朝历代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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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稚丹

学 生
们最喜欢上的，就是每

周一次的阅读课。 《读者》、 《意林》、
《演讲与口才》、《世界博览》、 《青年文
摘》，还有 《特别关注》、 《传记文学》、
《短篇小说》、《大历史》等，他们拥有充
分的阅读自由，尽情享受阅读带来的快
乐。

每次上阅读课，我总是喜欢拿着一本
书，静静端坐在讲台上，与学生一起徜徉
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次看得脖子累了，
我抬起头往讲台下看，只见每个人都低着
头，脖子伸得长长的，身体努力地向前倾

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手中的
书，一动也不动，似乎忘记了

周围的一切。就连平时最喜欢讲
话的那几个调皮的学生，也都在静静

地阅读着。有的边看书，边把大拇指放
在嘴边；有的侧身看着，下意识地梳理着
自己的头发；有的歪着脑袋，皱着眉头，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的干脆把书举到
眼前来，近距离地深情凝望着。有个小女
生用右手托着额头，垂在额前的那一小撮
刘海，煞是好看。

整个教室静悄悄的，只听见头上吊扇
“呼呼”的旋转声，椅子偶尔发出的“吱
吱”声，以及学生翻页时那美妙的“沙
沙”声。

我觉得，这阅读的宁静，是世界上最美
丽的宁静。每次看到他们沉醉于书中的痴
迷样子，我就在想，也许，书中的某一篇文
章，某一个故事，或某一句话，会影响到某
个同学的思想，甚至会改变他的一生。

最美丽

的
宁静

黄龙霖 文4图
)%$0 年诺贝尔文

学得主艾丽斯·芒罗，
是加拿大著名作家，以短篇小说闻名。她以城郊小镇平凡
女子的平凡生活为主题，细腻优雅、不施铅华的文字和简
洁精致、宽广厚重的情节，常常给人“于无声处听惊雷”
的莫大震撼。

芒罗的小说精细微妙又自然灵巧，平淡中更见出色，
令人击节而叹。“故事令人难忘，语言精确而有独到之
处，朴实而优美，读后令人回味无穷”，是评委们对她获
得 )%%.年吉勒奖的小说集 《逃离》的评价。该书由 ' 个
短篇小说组成，' 个故事隐隐被一个概念、一种气质统
一，人物的生活背景、遭遇、情感也多有近似，小说集开
篇的短篇小说就是同题———《逃离》，讲述一个叫做卡拉的
年轻女性想要逃离极其不协调的同居男友，走到半路却又
折回家中的故事。这是一个失败的逃离的故事。小说的叙
述缓慢而有心理层次感，相逢、相爱、出逃、错过、去世

……都不过是一个个跳
跃的瞬间，时空的转
换。

芒罗习惯将故
事隐藏在叙事中，
只写女人们的重要
生活片段，是当代
小说中失落已久的
细碎，也是小说的

重要特色。她将目光流连于平凡女性的生活，写
她们逃离琐碎的生活、沉闷的家庭、乏味的两性和
无法把握的自己。那些在我们生命中被疏忽遗忘的
事情在她笔下一一重现。她自己也说：“我想让读者
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
式。”她从自己和母亲以及身边人的身上寻找灵感，故事
人物与现实人物一样，一生都平平淡淡，却对成长疼痛与生
老病死等严肃话题浓墨重彩地描写，凝着泥土般厚重的质
感。平实、朴素、控制得极好的叙事，无一例外地展现着她们
内心与社会的疏离与抗争，简约留白，微妙处静水流深。
“一次次逃离的闪念，就是这样无法预知，无从招架，

或许你早已被它们悄然逆转，或许你早已将它们轻轻遗
忘。”被中断的人生，岁月的痕迹，生命的残酷，淡然的
隐忍，这就是芒罗笔下的“逃离”故事里的真相。清醒直
面人生直视真相，并非易事，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欲挣扎
不能、欲逃离无路的悲哀，正是小说读者触动灵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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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罗的《逃离》
张 燕

在香港，深度研究香港
民主选举和政制发展的专著
本来就很少，其中一些又陷
入西方“普选万能”的“话
语陷阱”。

香港《文汇报》总编辑
李晓惠撰写的《迈向普选之
路———香港政制发展进程与
普选模式研究》，从“一国
两制”价值体系探讨香港民
主选举和政制发展，填补了这一空白。中联办前副主任王
凤超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评价说，该书向读者展示了香港
政制发展的全景画卷，其中复杂幽微之处也勾勒得清晰可
辨。全面、系统、前瞻，面对难点秉笔直书，对以往纠缠
不清、似是而非的某些问题，总算提供了一种说法，虽为
一家之言，但具建设性。

李晓惠在内地成长、接受教育，$//% 年来港定居，
一直跟踪研究香港政治体制的演变。既熟悉内地和国家
政策，又了解香港及港情民意。香港特区的政制发展，
包括中央和特区政府在内的建制的角色占主导地位，本
书着重从建制角度探究并表述，还对香港政治生态三个
特点“两头小，中间大”、“两极对立”、“六四定律”
作出精辟概括；对香港政党发展作出了准确的描述和丝

丝入扣的分析；对按普选要
求保留立法会功能组别的法
理依据，以及可行性、具体
方案与模式，作出了开拓性
的探索。

文化传统与社会发育程
度的差异性，决定了民主和
普选表现方式的多元性。现
在最大的问题是，一些西方
国家把“西方普选模式”作

为既定战略，大肆宣扬并通过培植和寻找政治代理人，以
在目标国家和地区培植亲西方的政党组织，并与后者联手
夺取管治权，利用社会矛盾特别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
绪，加大力度以促成“颜色革命”，建立起由西方主宰的
附庸体系。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源。香港的政治乱
局，也与此密切相关。

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为中国
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香港政制
发展进程与普选模式的研究，从中国国家和香港特区建制
角度夺取对香港普选的话语权，充满了对“一国两制”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可以说是对“一国两
制”事业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

文史大家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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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引起良好反响的
《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 之后，

$%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 《打造中国经
济升级版》。这部由被誉为“中国智库”的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撰写的新书，分综合
篇和专论篇两部分。其综合篇除对中国经济升
级版的提出背景、目标内涵、基本动力、主要瓶
颈进行深入分析后，最突出的亮点是提出了“评价
指数”这个关键词，如将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生产
要素价格审批事项、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可事项的
减少比例和非国有经济的贡献度、市场集中程
度纳入“体制升级指标”，同类的指标还有
动力升级、方式升级、福祉升级等，均由
不同的具体内容和数字化方式构成，

新颖独到。
（许运娜）

从来到世间，我们的
生命便与一种叫血脉的亲情

相连。去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亲
疼》，是记者王学武的博文辑录，讲述了
他连名字也不会写、一辈子生活在小山村
的父母亲的艰辛和向往、担当和幸福，在不
经意中对他心灵的影响，把稀释在日复一日
的时间长河中和平淡生活里的宝贵亲情打捞
提炼。“亲疼”二字成为众多媒体的关注点。今
年，北大出版社不但再版《亲疼》，还同时出
版了王学武的第二本博文辑录《亲缘》以
及他主编的0)位作者的亲情文字组成
的《亲享》，由此构成《孝·亲三部曲》，
让生生不息的亲疼、亲缘、亲享
长久存留感动每个读者

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