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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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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类书之最：古今图书集成》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
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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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康雍年间，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它的作者理应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的，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长久以来，关于《集成》大家只知道蒋廷锡，却对《集成》的真正编著者陈梦雷印象十分淡薄，甚至
根本无人提起。
然而陈梦雷的功劳却是不容忽视的！
    陈梦雷，字则震，又字省斋，晚年号松鹤老人，别号天一道人。
清顺治八年（1651年），出生于福建侯官市（今福州），陈梦雷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陈会捷极懂礼仪
，且才智过人，陈梦雷从小就受父亲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
12岁时就中了秀才，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才子。
19岁时中了举人。
当时陈梦雷的父亲担心儿子年少，不谙世事，便陪同陈梦雷一起进京参加康熙九年（1670年）举行的
殿试。
陈梦雷21岁殿试时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
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陈梦雷的父亲也因为儿子的原因被加封为征仕郎，翰
林院庶吉士。
学富五车的陈梦雷本来应该是前途—片光明的，可事与愿违，命运多舛的他，遭遇极其悲惨，让后人
不禁为他留下同情之泪。
    陈梦雷做了一年的翰林院庶吉士后，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请假回到家乡福建省亲。
省亲回家的第二年，当时盘踞在福州的靖南王耿精忠连同占据云南的平南王吴三桂、统治广东的定南
王尚可喜相互勾结呼应，发动了兵变，与当时的清政府相抗衡，即历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
不幸的是，回家省亲的陈梦雷成了这场战争中的牺牲品。
占据福州的耿精忠扣押了当时的福建总督范承谟，自封为总统兵马大将军，拥有十多万大军。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得到认可，维系他的统治，耿精忠开始拉拢当时的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多方收罗
人才，强迫授予他们各种伪官职，胁迫这些人和他共同反对清王朝的统治。
此时早就名气在外的陈梦雷当然也难逃耿精忠的拉拢，他和父亲被耿精忠一伙人关押在当地的一座寺
庙里，强迫他接受翰林院编修这一伪官职。
这段时间陈梦雷一方面假装有病拒绝耿精忠等人的收买；一方面暗中派人进京报信，但因福建早已被
耿精忠的兵力完全戒严而没有成功。
就在陈梦雷悲伤绝望的时候，与他同年取得进士、同年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又是同乡的李光地也回到福
建安溪老家省亲。
    李光地（1642一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容村，福建安溪湖头乡人。
与陈梦雷同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
却因涉及陈梦雷“卖友案”而名声不好，但他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与宠爱，是清代一名颇有争议的官
员。
    李光地知道耿精忠叛乱后，亲自去耿精忠的官府拜见了耿精忠。
陈梦雷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非常愤怒，他严厉指责了李光地的可耻行为。
最终陈梦雷在父母的婉言相劝下，深刻意识到仅凭他自己—人之力，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势力强大
的耿精忠集团正面作对。
最后陈梦雷只能找到李光地与他共同商议，二人促膝谈了三天三夜，最后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策
：一方面陈李三人打算用蝇头小楷把耿精忠叛逆的事情原原本本、仔仔细细地记录在一小块纸上，用
蜡丸封好，由李光地的叔叔护送一个名叫夏泽的亲信，从长江西北上京向朝廷密报。
另一方面他们二人按照计划，陈梦雷依旧待在耿精忠的虎穴里，假意投降，并以自家八口人的性命来
保证李光地全家人的安全。
李光地则找借口离开耿府，逃人深山之中等待消息。
一年后蜡丸书到了康熙皇帝的手中，康熙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李光地因密送蜡丸书有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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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御诏，高度嘉赏了李光地的行为，并命令将他的事迹记人兵部，让领兵大臣向他学习，为他授奖
升官。
这段时间里，李光地根本就没有提到陈梦雷的名字，将全部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
按照他的想法，不提陈梦雷的功劳不仅会独显他的忠贞不贰；而且万一陈梦雷被捕，攀扯上他的话，
自己会有口难辩，可能会弄巧成拙。
基于这样的原因，李光地决定出卖这位曾与他共患难的同乡兼朋友。
    所以在李光地风风光光地享受皇帝嘉赏、青云直上时，陈梦雷却因为曾经接受过耿精忠授予的伪官
职而被下狱治罪，而且依照当时律令将予以处斩。
可以说，此时的二人，荣枯之间，相互映照，犹如天堂与地狱，一个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一个却在
狱中含冤受屈，性命难保。
此时，命运岌岌可危的陈梦雷，已完全认清了李光地贪功卖友、阴险狠毒的真面目，他悲愤至极，写
下了《告都城隍文》，开始揭露李光地的背信弃义行为。
而后，他又义愤填膺地写下了《与李光地绝交书》。
当时的李光地虽然功名在外，但在当朝的声誉却不是很好，而且陈梦雷又—直在狱中为自己喊冤，对
当年二人秘密制作蜡丸书以及当时计划的细节说得有理有据，再加上陈梦雷的朋友徐乾学暗中相救，
《与李光地绝交书》在当时社会广为流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认识到了李光地卖友求荣的真面
目，开始为陈梦雷的命运担忧，并公开指责李光地的可耻行为。
此事在朝中也引起关注，康熙十九年（1680年），当时任刑部尚书的徐乾学代替李光地起草了一份疏
稿，疏中反映了陈梦雷在耿精忠叛乱时有功于国家的表现，逼迫李光地向康熙皇帝上奏。
李光地难以拒绝，又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逼不得已地将这份疏稿上奏给了康熙帝，请求赦免陈梦雷
。
陈梦雷得以免死，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被流放到奉天（今沈阳）充军。
这些在《清官册》以及陈梦雷的《与李光地绝交书》中都有一些记载。
而《清史稿·李光地传》里记述的却是：陈梦雷因为附逆耿精忠的罪行被逮人京，依罪论斩。
李光地多次对他实施营救，陈梦雷才得以免死被贬到奉天充军。
经过后人的考证，这些记述与当时的事实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大概是由于当时李光地位高权重，而《清史稿》又是正史，所以才不得不这么写。
    陈梦雷被贬到奉天后，沦为人奴，被贬之地环境恶劣，让初来乍到的陈梦雷很难适应。
幸运的是陈梦雷的主人对这位昔日的才子照顾有加。
而且当地一些达官显宦的子弟都跑来向这位才子请教问题，于是陈梦雷开始在此地开办学馆，讲授经
学。
所以在被贬的这段时问里，生活虽然清苦，但对陈梦雷来说倒也安闲自适，自得其乐。
此时的他声誉远播，撰著了《周易浅述》一书，以后又陆续为当地的地方官衙编纂修订了《盛京通志
》《海城县志》《承德县志》《盖平县治》等一些地方志。
陈梦雷对待文献的态度非常严谨，并且又求真求实，为了修编好这些县志，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开始
寻访各地，对许多遗址都仔细考察，所以这些书得到后世人称赞，成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也正是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使后来编著的《集成》有今日如此巨大的成就。
    在奉天生活了十六年后，陈梦雷的命运有了转机。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皇帝东巡到沈阳，陈梦雷因为向皇帝敬献七言律诗《圣德神功恭纪》而得
到康熙帝的褒奖，获释重新返回京师。
康熙帝命他教授三皇子诚亲王胤祉读书，并在皇城以北赐给他一座宅子，又在西山为他修筑了西郊水
村别墅。
此时可谓是陈梦雷一生中的黄金时期，康熙帝亲自到他的书斋中为他提了“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
”的对联，后来陈梦雷在上下联开头各取一字，自命为“松鹤老人’，并把自己以后的诗文集命名为
《松鹤山房诗文集》。
三皇子诚亲王喜欢治学，尤其精通历算，陈梦雷这位老师的到来对他来说更是如虎添翼。
二人情趣相投，师生在讲论经史的时候，经常感到现存的经书虽然在政治典故方面分类十分详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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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这些细微的事物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分类。
因此，诚亲王觉得应该编著一部“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的大类书。
承蒙皇恩，重新返回京师的陈梦雷，对清政府感恩戴德，为报答帝王皇子的知遇之恩，而又自认为自
己“技能无一可称”，只是对书情有独钟，涉猎万余卷，于是他打算以类书的形式，编纂一部“凡在
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
其在稗史子集者，亦只删一二”的鸿篇巨制。
他所引用的资料堪称浩瀚，巨细不遗，所著录的资料都不加删改，原原本本，比较可靠。
三皇子对他编著《集成》一书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与支持。
政治上的稳固、生活上的安定以及帝王皇子的支持，都为陈梦雷成功编写《集成》一书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而当时正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对书籍的要求也日益增多，前人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和当时著
名学者张廷玉等奉旨编撰的《佩文韵府》等大部图书资料都为陈梦雷编著《集成》提供了重要保证。
    P3-14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类书之最>>

编辑推荐

《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
人陈梦雷（1650-1741）所编辑的大型类书。
本书编辑历时28年，共分6编32典。
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
    张燕燕编著的《类书之最——古今图书集成》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系列之一，以优美生动的文
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类书之最《古今图书集成》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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