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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炎帝历史文献选编》主要内容包括《子夏易传》、《孟子注疏》、《周易正义》、《周易注》
、《孟子传》、《乐书》、《四书或问》等。
《炎帝历史文献选编》文献的编排，按传统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考虑到读者阅读和
使用的方便，另将历代碑铭、祭祀文及诗词歌谣曲赋赞颂等韵语等单列“诗文韵语”一类。
对于文献的采录，其史、子、集三个部分，凡有一定参考价值者，只要见到，均予收录；而经部诸书
，则因历代注释者太多，繁复驳杂，内容亦颇多重复，无法亦不必一一收录，故或取其传世较早、较
多而为人所熟知者，或采其内容确为他人所未涉及者，亦考虑到涵盖各个时代，择其要者酌情予以收
录。
自元代起，“天下都邑咸有三皇庙”，以祭祀太皞伏羲氏、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故史籍文集中
多见修建三皇庙的碑文，以及相关的祭祀祝文和诗歌等，考虑到三皇庙并非对炎帝神农氏独祀，故将
三皇庙的修建碑文仍旧保留在原始的史籍文集中而未予单列出来，但将祭祀乐章祝文和诗歌等编录到
“诗文韵语”的相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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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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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此孟子所以深恶之，穷问诘难，往来数迭，使其辞穷理极，乃扼其要处，曰：子以为滕有
仓廪府库以厉民，不知子以粟易械器不为病陶冶，以械器易粟不为病农夫乎？
且许子推不欲病民之心以病陶冶，何不自为陶冶？
使日用所须，皆取办于其家，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
何许子之不以为烦乎？
陈相乃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理穷矣！
其辞尽矣！
乃又扼其要处以问之，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治天下独可以耕且为乎？
汝不知夫有大人之职事，则当劳心以治人，治人者食于人；有小民之职事，则当劳力以治于人，治于
人者食人，此天下常行之理也。
况一人之身，百物所须，汝以交相养为病，则当事事物物皆自为之，既为耕夫，又为蚕妇，又为弁人
，又为攻金之工、攻木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率天下之人，终日搰搰暴露辛苦，乃不为相病耳
，此岂可行乎？
汝以为君不与民并耕而食、饕餮而治，坐受其养，以为病民耶？
当尧之时，洪水横流，禽兽逼人，尧当一味耕田而不忧乎？
既当忧之，则尧舍耕之外不为无事矣。
举舜而敷治者，尧之职也。
舜使益掌火以驱禽兽，使禹疏九河以泄洪水，则舜、禹、益舍耕之外，不为无事矣。
又使稷教民稼穑，又使契教民人伦，尧又于其问，劳之来之以勉其勤劳，匡之直之以正其心术，辅之
翼之使自得之以遂其天性，又从而振德之以警其昏谬，呜呼！
尧舍耕之外，其职事如此，何暇耕耶？
使其如许行之学，专以耕事，则圣贤不用，禽犬不问，洪水不知，人伦不正，天下几何不尽为血肉，
为江海，为水者也，此岂可行乎？
夫君民上下，各职其忧，不可相易也。
君民上下，各尽其职，则天下大治。
故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农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
农夫之忧，舍百亩之外无事也。
人主之忧，忧在天下，其忧甚大，岂农夫可比也？
故为天下得人谓之仁，不得人则天下谓之不仁。
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汝见尧荡荡乎民无能名，舜有天下而不与，以为无职事乎？
呜呼！
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
其用心处在天下得人，特不用心于耕尔！
孟子既明尧舜之道以破许行之谬论，然后责陈相兄弟所学之不固，而为异端所乱也。
其责之如何？
如日：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夫尧舜之道，中国之道也；许子之说，夷狄之说也。
今相兄弟学于陈良，陈良所学乃周公、仲尼之道。
当良自楚北学于中国，其识见高明，议论中正，北方之学者未有出其右者，是所谓豪杰之士。
陈相兄弟事之数十年，一旦良死，乃尽弃中国之学而悦夷狄之说，岂不见孔子没，子贡筑室于场，独
居三年然后归，其不倍孔子之学如此。
又不见曾子不肯以事孔子之礼事有若，且有江汉秋阳之喻，其不倍孔子之学如此。
今许子所习者夷狄，来自南蛮，言语伧狞，有如□舌，学之不精，考之不详，乃敢非先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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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相兄弟不审量考击，倍其师之所学，如下乔木而入幽谷矣。
又周公膺戎狄而陈相兄弟乃学戎狄，夫狸变则豹，豹变则虎，所变愈大，可也。
今舍中国之道而学夷狄，舍周公、仲尼之道而学许行，岂得为善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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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炎帝历史文献选编》文献选取内容，以国内所存文献为准，凡与炎帝神农氏相关之历史文献资料，
诸如生平事迹、政治思想、道德教化、典章制度、科学文化、历史遗迹、传说掌故、供奉祭祀等，以
及与炎帝神农氏事迹及思想行为密切相关的其他记载，无论为长篇大论还是短章片言，也无论为史事
传述、数据考订、制度评述、义理阐发还是神话传说、思古抒怀，均列入收录范围。
《炎帝历史文献选编》文献选取时间，自周秦迄于民国时期。
时间越早，选取越详；中古以后资料繁多，因篇幅所限，则只能选取内容重要、较为典型或具有代表
性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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