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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从张元济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
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
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
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
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
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
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
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
般。
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
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语出《诗经?小雅?小旻》：“我视谋犹，伊于
胡底。
”）。
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
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
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
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
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
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
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
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
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
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
这话不无道理。
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
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
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
“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
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
”？
答案皎如天日。
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
，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
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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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风书系：读史阅世》收录了国学大师张元济所写的笔记、札记以及诗词赠答，时间跨越清末
、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现象等多个方面。
这些内容彰显了作者渊博的知识与丰富的经历，体现了一个具有儒家文化人格的翰林，在时代变革时
期所具有的非凡气度和开阔胸襟。
阅读《国风书系：读史阅世》，我们的视野会更开阔，人格会更完善，思想会更成熟，阅世也会变得
更加有经验。
　　《国风书系：读史阅世》收录的是国学大师张元济所写的一些精美诗文。
全书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时代感较强，特别适合中学生以及文学爱好者的口味。
阅读《国风书系：读史阅世》，无论做人还是做事，读者定会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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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出版家、国学大师。
清末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1897年与人创办通艺学堂，教授英文与数学。
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
1899年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
1902年，加入了商务印书馆。
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监理、董事长，主持出版了各种教科书、中外工具书、古籍
影印丛书等，其中《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影响最大。
著有《涉园序跋集录》《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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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 序 从张元济谈读书治学
上编 阅世随笔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
孰后倦焉？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
日月星辰系焉
祭四弟文
为设立通艺学堂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上光绪奏折
上光绪奏折
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敬告沪学会诸君
请勿将变通奖励学生章程与变通奖励混而为一
代外务部拟办理储才馆事宜奏折
议改良留学日本办法
关于学费标准致学部堂官书
关于教会学校章程致学部堂官书
就学堂章程草案致学部堂官书
为寺庙办学致学部堂官书
议管理留学欧美学生办法致学部堂官书
议制定奖励办学章程致学部堂官书
条陈外交学堂事宜说帖
在纽约中国留学生会馆演说
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
环游谈荟
上庆亲王手折
拟制新式排字机议
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
甲申合郡同集鸳湖修锲记
在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
拟请修复胡墓并拨还墓田以资修葺公呈
谒胡孝辕先生墓记
谈绑票有感
农村破产中之畜牧问题
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
中华民族的人格
公祭熊秉三先生文
敬题谢太傅遗像
高翰卿先生八十寿序
潘君博山墓志铭
题颜雪庐先生大考第一卷后
归耕图
新治家格言——仿朱柏庐体兼补其所未备
论孔子在今日的地位
戊戌政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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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修饰曲阜孔庙孔林议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中编 读史札记
送简庵入滇序
《埃及近世史》序
《法学协会杂志》序
吴绶卿先生遗诗序
刊印槜李文系征集遗文启
《四部丛刊》刊成记
重印《四部丛刊》刊成记
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
续修滕县志序
在德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的讲话
就影印四库珍本答记者问
在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的讲话
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序
今献汇言题辞
《夷白斋集》跋
《德诗汉译》序
题张豫泉同年六十年前乡榜题名录
《美国不动产抵押放款之研究》序
《马相伯先生年谱》序
题潘博山藏缪小山辑友人手札
《鄂轺载笔》序
为孙宝田题《璇闺课子图》
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致词
题《朱屺瞻画逸我文艺社草堂讲学图卷》
《郋亭廉泉录》跋
下编 诗词唱和
赋得与君约略说杭州得州字五言八韵
冒雨由华顶至上方广寺，答沅叔见怀即步原韵
丙寅春，敬题毓珊姻伯大人遗像
依韵答和适之先生
长崎雨中登山买松不就
和盐谷节山步原韵
赠静嘉堂藤田昆一君
赠静嘉堂饭田君
赠内野皎亭
戊辰初冬，过内藤湖南山斋，晤谈甚欢，谨志
别府间歇泉
题《孤山补梅图》
陈澄中得宋刻荀子绘《荀斋图》属题
赠山崎正董君
赠傅沅叔
咸阳道中口占
仲咸先生开九华诞兼值重游泮水，撰句奉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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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慎侯先生重游泮水，诗以颂之
民国廿六年九月挽粹和侄孙
挽陈伯岩
和郭沫若《归国书怀》步原韵
任之自长沙以七律二首见寄，依韵奉答
挽陶兰泉
题刘澄如七十小像
题《沈子培海日楼图》
挽汪仲谷
和黄肯堂甲申同入学嘉善人八十自寿诗
王君九七十生日
陈廉斋属题黄花岗图
叶揆初七十生日
题顾昉《山村消夏图》
题海盐海乐《三江邨消夏图》
题和卿先生遗像，用沈淇泉同年韵
题萧俊贤画
读《金君幼昌传》
题《郭河阴谿山行旅图》为伊近岑峻斋子
题香池弟妇钮意丹女士画
读黄节母苦命行题
又七绝四首
查金钞
交易所
奇女吟
哀舞女
为商藻亭题《寒灯听雨图》
挽叶揆初
挽仲良叔祖
跋《朱屺瞻临王孟端松竹卷》
自病院还家，赠姚彭二护士
庚寅岁暮告存
哀女奴
久病渐起聆医言有感
西藏解放歌
床前月寄陈叔通
挽颜惠庆
别天顺吾友
一九五一年除夕失眠口占（用新名词）
别全国人民
别沈衡山
别自身
别众友
别商务印书馆同人
别顾起潜
别唐蔚芝
别李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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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别绝句
唁陈叔通丧偶
喜见旧栽白杜鹃
挽李拔可
追述戊戌政变杂咏
和陈叔通出国纪事俚言七绝二十三首
癸巳岁暮再告存
挽唐蔚芝同年
题赠君九令妹
告别亲友诗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史阅世>>

章节摘录

　　前日蒙垂询，英人设立协和医院来部立案，作何办理？
当陈管见：课程不必干预，但将来考验须按本部所定章程；并推论各国教会所立学堂亦应一律看待，
将学生收回己用⋯⋯匆匆未尽所怀。
明知今日遽为此言，亦犹四十年前之议筑铁路，必忤清议。
然欲为国家维系人心，消弭教祸，实不能不从此入手，敢贡刍荛。
伏祈鉴察！
　　查协和医院一案。
本年正月初十日，本部已咨复外务部转复英使：饬该医士将堂开办年月、教科课程、学生人数呈报；
本部派员考查，果与定章相符，准予立案。
将来毕业时，与官立学堂一律办理云云。
彼既承上文而言，自无可以拒绝之理。
但此时章程未定，措词稍有不当，以后甚难处理。
先复以本部初立，正在核议一切章程，俟定议施行再行核办。
然此非延宕之意，则章程不可不速定也。
外人所立学堂之学生，与官立学堂一律奖励。
所可虑者，于我国本有之学术一无所知，一也。
自幼与外国人相习，将来为国家办事，界限恐难分明，二也。
然按照本部所定课程考验，则第一端之弊无虞。
惟今日百废俱兴，需才孔亟。
其考验虽不及格，而片长薄技足以效用者，亦宜予以文凭，俾无湮没。
至第二端，挽救之道，惟有引为己用，不稍异视，庶可默为转移。
若拒绝之，正所以坚其去志耳。
且默察近日大势，我国人于爱国合群之道，亦稍稍有所觉悟。
苟善为用之，未必竟如上文所言也。
以上二弊，其发见之处即在于奖励实官，而外人之设立学堂者，亦最注重此事。
不惟外人所设学堂然也，即我国人自立学堂，其分省界、争学额，呶呶不已者，亦无不集矢于此。
故奏定章程中，各学堂奖励章程不可不改。
尚有一事，则外人所设学堂之学生，必有归依彼教者，一律奖励，不无窒碍。
此事于吾国前途关系极大，然事至今日，不能不通盘筹算。
元济侨居沪渎，已历八年。
默观外人议论教会情形，与夫各处教案之所由起，窃思尚有可以挽回之策。
然其论未免惊人，所谓犹四十年前之议筑铁路是也。
他不具论，论其关于学堂。
而为本部权力之所可行者，推原今日教案之所由起，莫不由于容纳莠民。
教士岂乐于比匪？
上流社会不与相接（昔在总署见袁爽秋太常条陈有润饰邪教经典一款，深佩其所见之广，奉旨交议。
后来不知如何议复也，只得来者不拒，亦慰情聊胜于无耳）；上流社会何以不与相接？
则以为舆论所不许；舆论何以不许？
则以朝廷之视彼教终未融浃故。
然欲民教相安，必有上流社会身入其中，为之主持，而后莠民无所施其伎俩。
而能操此转移之权者，则在我学部。
转移之道若何？
则取耶教学生考验合格者，照将来改定章程一律奖励是也。
请言其所以必须奖励之故。
　　一、山西高等学堂现为教会中人管理，其卒业学生奖给举人、优拔贡者已两次矣（昨见山西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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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文，请于本系举人者，奖给实官。
此层亟宜并入，改定奖励章程办理）。
其他教会学堂援例以请，恐难拒绝。
则何如先为之地，免求而后许？
而转立于被动地位也。
　　二、今各省学堂聘教会学生为教习者，不知凡几，即京师学堂亦有之。
其他如税关，如邮政，如铁路，如电报，无一不有教会中人执役其间。
此皆国家之所任用者也，亦既不能不任用矣，则又何惜此奖励乎？
且于其学堂毕业之时，不得受考验蒙奖励。
及后来任用之时，设令追念前日，必有疑国家之歧视者。
此念一萌，无数之障窒生矣。
　　三、现在留学美国学生有毕业大学堂（如耶尔、如康奈尔），而得博士学士学位者，以元济所知
，颇有彼教中人。
设不奖励，何以劝将来？
设不擢用，何以行新政？
引此拒彼，于事亦未为平也。
　　以是之故，而耶教学生之不宜歧视明矣。
然元济更有请者，方今各国教育几无不与宗教相杂，实积千百年之阅历始能及此。
本部奏请明定教育宗一折，春秋释奠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实已糅合宗教教育为一，与上文所言
教育公理及近日全球公许所谓信仰自由者未免不合。
此章程实含有凡不拜孔子者，即不得入学堂。
彼奉耶教者虽为中国人，我国家亦不教育之意。
将来教会中人持此相诘，恐将无词以对。
倘彼或竞发明此义，建学招生，岂非更张其势力乎？
且各学堂华教员之奉耶教者，必不遵办（昔在南洋公学屡见此事。
前山东学堂学习赫士，因此大起争端），其将辞去之乎？
则教习多虚，而且招外人之诮谤，其将默许之乎？
掩耳盗铃，何贵有此章程，其将明认之乎？
则教员以身作则之道又将何在？
惟事已具奏，无可挽回。
必不得已，则于学堂章程中补列一条：许学生之奉耶教者免其行礼。
有此一法，亦未始不可补救。
元济今为此言，亦知必为世人诟病。
然真理所在，不敢不言，或不责其狂戆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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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风书系：读史阅世》他嗜书、藏书、编书、出书，他立德、立志、立功、立言，他是近代一
大通儒，中国出版巨擘。
他，就是国学大师张元济。
冰心称他是“传播知识的大师”。
茅盾先生说：“将来的历史将纪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张舜徽先生说：“虽其一生无他专著行世，然观其所为群书题跋，固可考见其学问博赡，识见高远
，固近世一大通儒也。
”　　作者张元济，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中国出版第一人。
全书内容丰富，寓意深远，整体折射出一种儒家文化人格。
谈绑票，谈教育，论政治，提出治家格言，字字珠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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