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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
，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
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
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
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
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
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
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
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
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
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
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
紧迫任务。
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
着手呢？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
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
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
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
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
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
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
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
），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
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
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
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
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
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
《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
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
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
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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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
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
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
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
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
，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
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
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
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
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
业绩和事功。
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
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
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
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
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
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
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
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
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
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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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晁公武陈振孙评传》从详尽占有传主资料与前人研究资料入手，在此基础上，对传主的籍贯、
仕履及藏书著述活动进行了详细考索钩稽；对其代表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与流传进行了细微
缜密的辨析，并提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同时，采取删繁就简的方法，舍弃一般而彰显特别，对《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图书的超多，叙录体式
的创新，解题内容的精当等特点，对著者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表现的具有强烈的年代意识、辨伪意
识及版本典藏意识的文献学思想，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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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晁宗悫，字世良，生于太宗雍熙二年(985年)。
以父荫为秘书省校书郎，屡献歌颂，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召舍人院赐进士及第，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除馆阁校勘兼注释御集检阅官。
三迁大理寺丞。
仁宗即位，迁殿中丞、同修起居注。
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为集贤校理，曾校定《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候》等
医学文献。
累迁至尚书祠部员外郎，天圣九年(1031年)为知制诰。
景佑三年(1036年)，人翰林为学士，后兼龙图阁学士、权发遣开封府事，康定元年(1040年)任参知政事
，庆历二年(1042年)卒，享年五十八，赠工部尚书，谥文庄。
《宋史》卷三。
五有传。
著述有《文林启秀》十卷、《晁宗悫文集》四十卷、《外制集》十卷。
有二子：仲衍、仲蔚。
    晁仲衍，字子长，晁宗悫长子。
明道中试礼部中选，遇期丧，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祖父晁迥特为上奏，恩准御试。
后召试西掖，赐同进士出身，庆历初年，晁仲衍通籍于朝，正逢仁宗宴皇属于太清楼，并观灯于翠芳
亭，抚州又进金山等盛事。
晁仲衍为歌颂以进献，三次受到仁宗褒奖。
后召试禁林，充殿中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出为怀州守。
调京东提点刑狱，累阶朝散大夫，勋上轻车都尉，官至祠部员外郎。
卒，葬郑州新城。
晁仲衍为人端粹，勤奋好学，未尝一日废书，丞相章得象、晏殊尤见奖许。
著述有：《文集》二十卷、《汴阳杂说》一卷、《事类后集》三十卷、《两晋文类》五十卷、《侍雍
杂编》、《河内唱和集》、《史论》三卷、《史记文通》二十卷及《白氏六贴事类添注出经》等。
有子六人：端彦、端方、端禀，三未名而天。
    次子晁端方，生平不详。
有子二人：载之、冲之。
冲之即晁公武之父。
    晁冲之，字叔用，一字用道，世称“具茨先生”，是北宋晚期的著名作家、诗人。
以诗擅名于时，与兄晁载之均受知于著名诗人陈师道，与吕本中为友，吕本中将之列入《江西诗派图
》二十五人之一，并评其诗“独专学杜诗”。
喻汝砺曾为其诗集作《晁具茨先生诗集序》，极推誉晁冲之诗，日：“叔用既以油然栖志于林涧旷远
之中，遇事写物，形于兴属，味其风规，渊雅疏亮，未尝为愤怨危愤激烈愁苦之音，予于是有以见叔
用于晦明消长用舍得失之际，未尝不安而乐之者也。
    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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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振孙，南宋后期第一藏书大家，也是宋代最有成就的目录学家之一。
他一生嗜书如命，藏书、抄书、校书、著书，自幼至老，无有终时。
本书从详尽占有传主资料与前人研究资料入手，在此基础上，对传主的籍贯、仕履及藏书著述活动进
行了详细考索钩稽；对其代表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与流传进行了细微缜密的辨析，并提出了
很多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同时，采取删繁就简的方法，舍弃一般而彰显特别，对《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图书的超多，叙录体式
的创新，解题内容的精当等特点，对著者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表现的具有强烈的年代意识、辨伪意
识及版本典藏意识的文献学思想，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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