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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部教材首次出版于1999年，迄今将近十年。
总体来说，这一教材最大的特色是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此三学古代合称“小学”)内容统领全
书。
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课程目的的要求，大学课程与中学课程质的区别，以往教学实践的启示和中学
文言文课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中国历史文选”的课程目的，学术界历来看法不一(这些歧异观点集中反映于两辑《中国历史文选
教学研究》和已出版的各教材之中)。
我们认为，这门课是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设计这门课程的内容。
无论学习何种语言，最基本因素皆为字词和语法，古汉语亦不例外。
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许多古汉语语言现象又非语法所能涵盖，因此古汉语
字词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以往的教学实践充分表明：对于古汉语特有的语法规律，学生掌握起来比较容易，短时间内就能有较
大提高，而字词方面若想有明显进步，则须长时间积累。
语言大师王力先生曾在《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中指出：“我们在研读古代汉语的时候，⋯⋯应该
首先抓哪一方面呢?我想应该先抓词汇方面⋯⋯语法方面固然很重要，但是由于语法是比较稳固的，古
今差别不大，只消知道几个粗线条，再学习一些古代虚词，也就差不多了。
至于词汇，它是变化比较快的，⋯⋯所以先抓词汇方面是对的。
”要掌握字词，不外乎形、音、义三个方面。
众所周知，古人对汉字的形、音、义，千百年来已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文字学、
音韵学、训诂学当中。
这三项专门之学作为本科生课程，一向由中文系开设，历史系本科生迄今很少有设这些课的。
然而作为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适当引入“小学”的实用部分却完全必
要。
“中国历史文选”与中学的文言文课紧密相连，作为大学课程，除在量的方面大大扩展外，与中学课
程质的不同在于：大学除传授知识外，还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用现在常讲的话说，即要提高学生的能
力)。
而“小学”的研究成果，恰为驾驭古汉语字词提供了最佳途径。
学生掌握了这“三学”的实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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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与同类教材的最大不同点，即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又称“小学”）内容统领全书。
此外，它在选篇方面亦独具特色。
兹分述如下。
一、突出“小学”特色：要掌握汉字字词，不外乎形、音、义三个方面。
众所周知，古人对此已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
这“三学”“历史文选”课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大量讲解，然而适当引入“小学”的实用部分却完全
必要。
“小学”的研究成果，为驾驭古汉语字词提供了最佳途径。
学生掌握了这三学的实用部分，就可对每个汉字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从而不但可准确把握每个字的各
种含义，而且还可举一反三，即在离开教师之后仍能运用这些知识不断提高古汉语水平。
二、选篇特色：1.首次选入“小学”篇章。
2.首次遍选四书五经。
以往的20多种教材，无一例外都选了经书，但对群经之首的《周易》却很少有人问津；选《论》、《
孟》者甚多，而选取《大学》、《中庸》者亦鲜有闻。
这次我们不但选入《周易》，且全文选入《大学》和《中庸》，从而成为遍选四书五经的第一种教材
。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五经就成为历代选官取仕的必考内容；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自元仁宗始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见《元史》卷81《选举志》）。
因此四书五经的思想，已溶化于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国家各级管理者的血液之中，成为指导他
们处理一切国政大事的最高原则。
从这一事实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五经（后期包括四书）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文
献，因此也应是我们《历史文选》首先考虑选入的篇章。
3.首次选入佛经、道藏。
这次编修，除注意选取竹简、诏令奏议、笔记文集、类书等篇章外（甲骨文、金文已成专门之学，故
未选），还特选佛经、道藏各一篇。
佛教自东汉传入华夏大地，近两千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最高统治者到庶民百姓
，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其直接、间接的种种影响（笔者认为：对反宗教者来讲，宗教同样对他们产生了
很大影响，只是影响的性质不同而已）。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伦理学、乃至养生学等等，无不带有其印记，历史
上以道教为旗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也为人所共知。
人们常以儒、释、道三者并举，就说明在中国历史上，这三者皆起过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亦须对释、道有所了解。
4.别具特色的白文选篇。
与以往相比，本教材中的白文选篇有两个特点，一为所选之书尽量与前面所注释之书不同，这样可使
学生接触更多史籍，拓展其史学眼界；二为对习见史书，注意选取其最有特色的篇章，如《释老志》
为《魏书》首创，等等。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特色、特点，这部教材成为迄今唯一获国家教委立项项目的《历史文选》教材，并
成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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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期《广韵》(《集韵》大致相同)之音，兼赅古今南北。
以之审音，则信美矣。
然纽韵繁多，实际上断非一人所能尽读，故在应用方面，不能不有他种韵书。
此期文学，以北曲为主，于是有以北音为主之韵书发生，如元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及菜斐轩《词
林韵释》之类。
彼时唯用古代死语所作之诗，尚沿唐宋之旧韵。
至用当时活语所作之曲，即用《中原音韵》一派之新韵。
此派新韵，其始虽限于方隅，然其潜伏之势力甚大，明初之《洪武正韵》即本于此。
明清之文人学士所作韵文，多喜排斥《正韵》，仍守唐宋用韵之旧。
然唐宋旧韵，虽时时争执于纸上，而实则节节失败于口中。
此六百年之普通口音，即为《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韵书之音。
其故因此期南北混一，交通频繁，集五方之人而共处于一堂，彼此谈话，必各牺牲其方音之不能通用
者，而操彼此可以共喻之普通音。
此普通音之条件有二：一，全国中多数人能发之音。
二，纽韵最简少之音。
多数则普及易，简少则学习易也。
就南北中三部之中而择取合于上列两条件之普通音，实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及江
苏、安徽北部之音。
因此类之音，纽韵最为简少，而其所占之区域，则甚为广大也(此类之音，泛称可日“北音”)。
由此而发生一种普通语言，即俗称“官话”者是。
“官话”之名，甚不雅驯。
或即以此为京话，尤非其实。
实则此种语言，为六百年来一种不成文之国语。
第六期近二十年来，国人有感于中华字音之无一定之标准，为教育前途之大障碍。
于是有王照之《官话字母》、劳乃宣之《简字谱》等发生，欲以音标之形式代旧日之反切。
其用意甚美。
惜其以京兆一隅之音为全国之标准音，而所作音标又甚不美观，未能通行。
民国二年(通历1913年)，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征集各省代表审定国音，遂制成“注音字母”三十九
文，音读沿第五期之趋势，以所谓“北音”者为准。
自此以后，中华字音将脱离韵书时代，而入于音标时代矣。
会事既毕，由会员吴敬恒编为《国音字典》，其书今已告成，闻教育部不久即将公布。
今后国音国语之统一，胥赖是书矣。
依上所述，此六期又可括为三期。
即第一第二合为一期，以第二期包括于第一期之中，此期之音，以声母为准。
第三第四合为一期，以第三期包括于第四期之中，此期之音，以韵书为准。
第五第六合为一期，以第五期包括于第六期之中，此期之音，以音标为准。
兹所讲述，但举其大要，不暇详说。
而注重之点，尤在应用的方面，不以考古为重。
故于所谓“古音”一部分，叙述最略。
而“注音字母”则言之较详。
至《广韵》一书，含音至博。
三代之古音，今后之新音，悉赖《广韵》而明其源流分合。
是《广韵》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故首先叙述，而所叙亦较其他两者为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文选（下）>>

后记

这次教材再版的修订工作主要是由张升与汝企和两位老师完成的。
而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帮助，特此致谢。
由衷感谢北京大学教授张衍田教授，他在原教材出版后曾认真审读，并将所发现的标点、文字方面的
问题毫无保留地告诉笔者——这种无私的宽广胸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别要感谢责任编辑李雪洁女士，她为本教材的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还要感谢张婷博士，张桩、叶
勤硕士高质量的录入和细致的校对，他们的辛勤工作大大降低了本书出现误字的几率。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参加本书初版编写的诸位先生，他们是：来可泓，张富祥，梁方健，邱居里，周
洪，刘淑英，张升，汝企和～一他们共同的辛勤劳动为本次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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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文选(下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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