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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
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
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
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
，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
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
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
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
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
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
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
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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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背景，研究其纂修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和特征。
全书从文献学史、学术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首次以《四库全书》为基础考察了中国十八世纪及
其前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其代表及代表性成果进行了专门研究，在学术史上有较重要的学术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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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晓华，重庆人，1992年7月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秘书教育专业，1992年9月至1998年7月任天府矿
物局第一子弟中学语文教师，2001年6月于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文学
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4年6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历史文献学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
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现为该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古代文学学会会员及中国历史文献学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及传统文化研究，也从事全球史研究。

    曾主持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自选项目等课题，2009年获北京市属高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
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资助。
参加全国高校古委会重大课题、教育部重大课题、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
合撰《中国文化世家·巴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
究》（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华阳国志）研究》（巴蜀书社，2008），参编《中国传
统文献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独著《“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8）。
发表论文近40篇。

    命定学术，颇厚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爱好文学，闲暇微有杂感；喜欢字画古玩，却入门尚浅，希
冀将来有所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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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听候酉瓦择移取。
仍将现在作何办定章程及有无购得若干部之处.先行据实奏覆。
将此于奏事之便，通谕督抚学政知之。
”①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二十八日谕福隆安经理饭食，查办《四库全书》处翰林等官，著照武
英殿修书处之例，给与饭食，交福隆安派员经理。
②乾隆一再下旨征书，并为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但军民却观望，响应者寥寥，作为君主的乾隆肯定
有所失望。
乾隆自己非常清楚，书籍征收开局不利，是多年来的文字狱在起着作用。
于是又多次下诏申明只管献书，并不罪及献书者。
他下旨道：“前曾谕令各督抚采访遗书汇登册府，下诏数月，应者寥寥。
彼时恐有司等因遗编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惧干干碍，而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复
明切宣谕，即或字义触碍，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不必过于畏首畏尾，朕断不肯因访求遗籍于书
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
若仍前疑畏不肯尽出所藏，将来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后学者，进到时，亦不过将书毁弃
，转谕其家不必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朕办事光明正大，各督抚
皆所深知，岂尚不能见信于天下。
”③这样，书籍方陆续献上来，并呈踊跃之势。
但一旦献书之路打开，乾隆却违背了诺言，因此而开的文字狱并不比以前少多少，扩大化的趋势亦有
之。
虽然，他亦下旨不准无中生有，也惩治了一些官吏。
书修了，也毁了，乾隆骂名英名一起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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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听得很真切，外面在打雷。
然而，那不是雷声，那是雪从树上坠地的轰鸣，这就是北京！
不知怎的，已在北京八年的我，竟莫名惊颤于这坠地的雪⋯⋯也不知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也常常想
起我的母亲，我辛劳一生的母亲。
在那冰凉的墓穴里，在外婆老家的屋后，与外公相伴的母亲。
每次风中，每次雨中，每个凄寒的夜，在那拥有茂密竹林的山之央，可好？
！
我的家乡重庆合川，三江，嘉陵江、渠江、涪江在这儿汇合，成就了家乡的沃土，孕育了繁兴的人事
。
那缓缓流淌的江水，从那当年在元军层层围困下，钓鱼悬于城头以壮军威以镇元军之势，射死元朝皇
帝蒙哥的英雄之地，今之历史名城钓鱼城脚下蜿蜒而过，流过了无数豪迈与悲壮。
而城的四周那些保存完好的城墙则回应着日出日落，俯瞰着家乡的兴衰，默默记录下历史的沧桑，感
受着历史带来的那份兴叹与凄凉，循环着辉煌与落寞，散发出亘古之幽思。
钓鱼城橘子红了的时刻，也是家乡最热闹的时节。
那朝霞一样的颜色映红了家乡的整片土地，透射出巴渝人的豪爽与率真。
这个时候，也是孩子们饱餐的日子，那熟透坠地的橘子是任何人都可以据为己有的。
但大人们忙着丰收，这样的事儿多半留给了孩子们。
孩子们则乐此不疲，满足了一年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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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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