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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宋代笔记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其中《容斋随笔》更以其丰富的内容，精炼的文笔引起世人的关注。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字景庐，号容斋，又号野处，1123年生于江西波阳，南宋宁宗嘉泰二
年(1202)卒，赠光禄大夫，谥号文敏。
出身于儒学世家的洪迈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和考据学者。
洪迈学识渊博，六经文史无不精通，素有“知古莫如洪景卢”的美誉。
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考中宏词博学科，后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曾历高、孝、光、宁四帝，
累迁吏部郎兼礼部左司员外郎，担任过起居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参与《日历》、《实录》
、《国史》等多部宋代史书的编写工作。
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使他对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社会风习民俗，历史典章制度有较深刻了
解。
其著作甚丰，其中《容斋随笔》作为他的著名笔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容斋随笔》是在洪迈使金受挫、罢官归家时开始创作的，自40岁动笔，先后历时40年才写成，可
以说正好与他宦海沉浮的后半生相伴始终。
40年中，他考阅典故，涉猎群籍，视察体物风俗而有所心得，遂为笔记，在其撰著之中惟有此书“系
生平睹记拍奚囊，久而成集，往往传信后代，博雅之士亟称是书”。
《容斋随笔》内容极为广泛，上自朝廷治乱得失，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下至山水风物、诗词文翰及文
人学士的奇闻琐事无不收入其中，所涉学科含经学、史学、天文、地理、哲学、考古、小学、文学等
等。
称其为宋代社会政治之百科全书亦不为过，且行文简练，考据精确，有极高可信度，其考据之精堪与
《梦溪笔谈》、《困学纪闻》相提并论。
    《容斋随笔》全书包括《随笔》(一笔，16卷)、《续笔》(二笔，16卷)、《三笔》(16卷)、《四笔
》(16卷)、《五笔》(10卷)共74卷。
行文自然，整体安排并无严格时间顺序，也未按事件性质进行分类，完全是作者平日读书的札记。
洋洋数十万言，是洪迈存世著作中最为完整的一部。
    《容斋随笔》自成书以来，备受历代学者关注，陆续收录它的丛书达十余种之多，刻本、抄本散见
于各代。
综合宋元明清几代多版本的关系，基本上可将其版本流传情况分为两个系统，各自以宋嘉定本(以章贡
本为主)、宋绍定本为源头。
光绪九年，洪迈刊本依会通馆活字本重校，两个系统最终走向合流。
    《容斋随笔》自问世以来，历代学者广泛称誉，宋人称为“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
，可以膏笔端”，对其推赞已极。
在现今看来，虽然其中不免有全书系统散乱、内容驳杂，所接引他人之书未必句句确凿等问题，但小
疵不掩大优，总体来说，《容斋随笔》仍是我国古典笔记的优秀之作。
    为满足广大读者需求，我们特地选出《容斋随笔》的部分优秀篇章结集出版，同时加译文以方便阅
读。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故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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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经典：容斋随笔》是在洪迈使金受挫、罢官归家时开始创作的。
《国学经典：容斋随笔》内容极为广泛，上自朝廷治乱得失，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下至山水风物、诗
词文翰及丈人学士的奇闻琐事无不收入其中，所涉学科合经学、史学、天文、地理、哲学、考古、小
学、文学等等。
称其为宋代社会政治之百科全书亦部为过，且行文简练，考据精确，有极高可信度。
　　《国学经典：容斋随笔》内容极为广泛，上自朝廷治乱得失，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下至山水风物
、诗词文翰及文人学士的奇闻琐事无不收入其中，所涉学科含经学、史学、天文、地理、哲学、考古
、小学、文学等等。
称其为宋代社会政治之百科全书亦不为过，且行文简练，考据精确，有极高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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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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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文】    七国争夺天下，没有不广泛招揽四方游说之士的。
但关东六国所任用的相国，无不是他们的宗族和本国人，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韩国的公仲、
公叔，赵国的奉阳君、平阳君，甚至魏王任用太子为相国。
只有秦国不是这样，最初与秦国商讨大计、准备削平其他国家以开创霸业的是魏国人公孙鞅(即商鞅)
。
其他的如楼缓是赵国人，张仪、魏冉、范雎都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
国人。
秦王把国家托付给他们，没有丝毫疑心，所以最终夺得天下，便是依靠这些人的力量。
燕昭王任用郭隗、剧辛、乐毅，几乎灭掉了强大的齐国。
剧辛、乐毅都是赵国人。
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国，因此诸侯都惧怕楚国的强盛，而吴起是卫国人。
    忠恕违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罢了矣。
”《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
”学者疑为不同。
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
”又云：“忠恕固可以贯道，子思恐人难晓，故降一等言之。
”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虽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为道。
故日违道不远。
”游定夫云：“道一而已，岂参彼此所能豫哉？
此忠恕所以违道，为其未能一以贯之也。
虽然，欲求人道者，莫近于此。
此所以违道不远也。
”杨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尽道，然而违道不远矣。
”侯师圣云：“子思之忠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此已是违道。
若圣人，则不待施诸己而不愿，然后勿施诸人也。
”诸公之说大抵不同。
予窃以为道不可名言，既丽于忠恕之名，则为有迹。
故日违道。
然非忠恕二字亦无可以明道者。
故日不远。
非谓其未足以尽道也。
违者违去之谓，非违畔之谓。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苏子由解云：“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
然而既已丽于形，则于道有间矣。
故曰几于道。
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
故日上善。
”其说与此略同。
    【译文】    曾子说：“孔夫子之道，概括起来只有忠、恕二字罢了。
”《中庸》说：“忠恕距离道的本源不远。
”学者们怀疑这两种说法并不相同。
伊川先生程颐说：“《中庸》的作者怕人不懂，才特意说忠恕接近道的本源。
”又说：“忠恕确实可以贯穿全部的道，子思怕人不好明白，所以才降一等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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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中庸》认为虽然曾子说过孔夫子之道概括起来只有忠、恕二字，但是还担心人们怀疑它
不是道的本源，因此才说离道不远。
”游定夫说：“道的本源只有一个，岂能用比较来确定？
忠恕之所以违道，是因为它不能一以贯之。
尽管如此，但是希望学道的，没有比这更接近的途径了，所以说它离道的本源不远。
”杨中立说：“忠恕的确不足以概括全部的道，然而它距离道的本源不远了。
”侯师圣说：“子思讲的忠恕，是指加在自己身上不愿接受的事情，也不能加在别人身上。
这本身已离开了道的本源了。
若是圣人就不会等到加给自己不愿意，然后才不加道于别人身上。
”这些人的说法不尽相同。
私下我认为道是不能用名称来表达的，既然把道的本源，加上忠恕的名称，就必然有了痕迹，所以说
它离开本源了。
然而一旦脱离了忠恕二字，就无法阐明道，所以说它距离道不远。
这并不是说它不足以概括道的本质。
违是指离开，而不是指背叛。
老子说：“最高的善就像水那样，能使万物得利而不争功，停留在众人不喜欢的地方，所以说它最接
近道。
”苏子由也解释说：“道无所不在，对什么都有利，水同样也是这样。
然而它已有了形迹，因而与道就有差距的，所以说它近于道。
然而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妥当的命名，就没有一个能超过忠恕的，所以说最高的善就像水那样。
”这种观点和我的看法基本相同。
    求为可知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
”为之说者，皆以为当求为可知之行。
唯谢显道云：“此论犹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论则不然，难用而莫我知，斯我贵矣，夫复何求？
”予以为君子不以无位为患，而以无所立为患；不以莫己知为患，而以求为可知为患。
第四句盖承上文言之。
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为可知，则亦无所不至矣。
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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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宋代笔记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其中《容斋随笔》更以其丰富的内容，精炼的文笔引起世人的关注。
    《容斋随笔》是在洪迈使金受挫、罢官归家时开始创作的，自40岁动笔，先后历时40年才写成，可
以说正好与他宦海沉浮的后半生相伴始终。
本书行文自然，整体安排并无严格时间顺序，也未按事件性质进行分类，完全是作者平日读书的札记
。
洋洋数十万言，是洪迈存世著作中最为完整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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