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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读《孟子书》，至《万章篇》：“颂其诗，读其书。
”《周礼·春官·大师》注：“颂之言诵也。
”“颂其诗”，即“诵其诗”。
于诗日诵，于书日读，而知诵与读之有别。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讽，诵也。
诵，讽也。
读，籀书也。
”《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注：“倍文日讽。
以声节之日诵。
”倍同背，谓不开读也。
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
《周礼》经注析言之，讽诵是二。
许统言之，讽诵是一。
《竹部》：“籀。
读书也。
”《庸风传》日：“抽，读也。
”《方言》日：“抽，读也。
”盖籀抽古通用。
《史记》“纳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字亦作抽。
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
故卜筮之辞日籀。
谓抽绎易义而为之也。
太史公作《史记》，日“余读高祖侯功臣”，日“太史公读列侯至便侯”，日“太史公读秦楚之际”
，日“余读谍记”，日“太史公读《春秋谱谍》”，日“太史公读《秦记》”；皆谓细绎其事以作表
也。
然则孟子之为学也，盖读与诵异品，诗以诵，书以读。
《苟子·劝学篇》：“学恶乎始？
恶乎终？
日：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杨惊注：“经，谓诗书。
礼，谓典礼。
”诗书可诵，典礼则读而不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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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75作为教科书印行出版，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文学通论”，凡收录三十七
家文章四十四篇，杂记七十五则，目的是使“读之而古今文章之利病，可以析焉”；下册为“国故概
论”，凡收录二十家文章三十六篇，杂记三则，目的亦是使“读之而古今学术之源流于是备焉”。
今天读来，仍有很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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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
著有《经学通志》、《古籍举要》、《现代中国文学史》、《版本通义》、《骈文通义》、《四书解
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孙子章句训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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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篇的宗旨，只是要证明上节末段所说的话，要证明白话的变化，并非退步，乃是进化。
立论之前，我们应该定一个标准，怎样变迁才算是进化？
怎样变迁才算是退步？
这个问题太大，我们不能详细讨论，现在只能简单说个大概。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应用的。
因为有某种需要，故发明某种器物，故创造某种制度。
应用的能力增加，便是进步；应用的能力减少，便是退步。
例如车船两物，都是应付人类交通运输的需要的。
路狭的地方有单轮的小车，路阔的地方有双轮的骡车；内河有小船，江海有大船；后来陆地交通有了
人力车马车火车汽车电车，水路交通有了汽船；人类的交通运输更方便了，更稳当了，更快捷了。
我们说小车，骡车变为汽车，火车，电车是大进步；帆船，划船变为汽船也是大进步；都只是因为应
用的能力增加了。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如此。
语言文字也是应用的。
语言文字的用处极多。
简单说来：（一）是表情达意。
（二）是纪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
（三）是教育的工具。
（四）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惟一媒介物。
我们研究语言文字的退化进化，应该根据这几种用处，定一个标准：“表情达意的能力增加吗？
纪载人类经验更正确明白吗？
还可以做教育的利器吗？
还可以作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吗？
”这几种用处增加了，便是进步；减少了，便是退化。
现在先泛论中国文言的退化：（1）文言达意表情的功用久已减少至很低的程度了。
禅门的语录，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宋元以来的小说，——这种白话文学的发生，便是文言久已不能达
意表情的铁证。
（2）至于纪载过去的经验，文言更不够用。
文言的史书传记，只能记一点极简略极不完备的大概。
为什么只能记一点大概呢？
因为文言的自身本太简单了，太不完备了，决不能有详细写实的纪载。
只好借“古文义法”做一个护短的托词。
我们若要知道某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详细记载，只好向《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类的书里去找寻
了。
（3）至于教育一层，这二十年的教育经验，更可以证明文言的绝对不够用了。
二十年前，教育是极少数人的特殊权利，故文言的缺点还不大觉得。
二十年来，教育变成了人人的权利，变成了人人的义务，故文言的不够用，渐渐成为全国教育界公认
的常识。
今年全国教育会的国语教科书的议案，便是这种公认的表示。
（4）至于作社会共同生活的媒介物，文言更不中用了。
从前官府的告示，“圣谕广训”一类的训谕，为什么要用白话呢？
不是因为文言不能使人人懂得吗？
现在的阔官僚到会场演说，摸出一篇文言的演说辞，哼了一遍，一个人都听不懂；明天登在报上，多
数人看了还是不懂！
再看我们的社会生活，——在学校听讲，教授演说，命令仆役，叫车子，打电话，谈天，辩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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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是用文言的？
我们还是“斯文中人”，尚且不能用文言作共同生活的媒介；何况大多数的平民呢？
以上说语言文字的四种用处，文言竟没有一方面不是退化的，上文所说。
同时又都可证明，白话在这四方面没有一方面的应用能力不是比文言更大得多。
总括一句话，文言的种种应用能力，久已减少到很低的程度，故是退化的。
白话的种种应用能力，不但不曾减少，反增加发达了；故是进化的。
现在反对白话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只好承认白话的用处；于是分出“应用文”与“美文”两种
；以为“应用文”可用白话，但是“美文”还应该用文言。
这种区别，含有两层意义：第一他承认白话的应用能力，但不承认白话可以作“美文”。
白话不能作“美文”，是我们不能承认的。
但是这个问题和本文无关，姑且不谈。
第二他承认文言没有应用的能力，只可以拿来做无用的美文。
即此一端，便是古文报丧的讣闻！
便是古文死刑判决书的主文！
天下的器物制度，决没有无用的进化，也决没有用处更大的退化！
上节说文言的退化和白话的进化，都是泛论的。
现在我要说明白话的应用能力是怎样增加的，——就是要说明白话怎样进化。
上文我曾说：“白话的变迁，因为不受文人的干涉，故非常自由；但是自由之中，却有个条理次序可
寻；表面上很像没有道理，其实仔细研究起来，都是有理由的变迁；都是改良，都是进化。
”本节所说，只是要证明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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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必读(套装上下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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