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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延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中的这句至理名
言，让家教作用显得尤为突
出。由南北朝文学家、教育家
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不
仅是一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
学识并告诫子孙的经典著作，
还第一次提出了“家训”的概
念，被后世誉为“家训鼻祖”。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家
训”命名的训言体著作，《颜氏
家训》共有七卷 20篇，分别为
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
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
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心、归心、书证、音

辞、杂艺、终制。内容涉及家庭内外、士人立
身处世等多个方面，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颜

之推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人生经验，不仅
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家训的成熟，还是一部
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学术专著，至今仍有积
极的借鉴和学习意义。

颜之推（531年-591年以后），字介，中国
古代文学家和教育家。南北朝时，战火纷飞，
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难，文化遭到破坏。但
是从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传下来的颜氏家族
却一直恪守祖制的耕读传统和清正守节的家
风。学识渊博的颜之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
活之苦后，萌生出写一部家训的想法，想用家
训重振家风，传承家业，同时通过文化自救修
复道德，改变社会风气。该书一面世，便被广
泛传播。它不仅是颜之推为人处世的经验之
谈，更是颜氏家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作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珍
贵遗产和家教规范，《颜氏家训》经久不衰的
原因是继承和发扬了“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治国有方、营家有道”教育方法和
实用型培养人才指南，可谓是中华民族家教
文化的集大成者。书中内容丰富，博大精
深。如《书证》篇考据名物，讨论语词训诂；
《音辞》篇辨析声韵，“斟酌古今，兼论字画，掎
摭利病”，都颇具精义和专业性，反映出颜之
推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造诣。颜之推从
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阐明文学的重要性，肯
定了文学具有愉悦耳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
能。书中语言朴实生动，文字平易近人，文章
具有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独特风格，
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繁荣。《颜氏家训》不仅是
一部文化内蕴丰富的作品，还具有述立身治
家之法，辨时俗之谬的精神理论，对人生观、
价值观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颜氏家训》 句句金玉良言

□朱卫东

《汉书》又名《前汉书》，中国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
史”之一，与《史记》《后汉书》《三
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记
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终于王
莽地皇四年，共计230年。《汉书》
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
列传70篇，共100篇、80万字。

《汉书》作者班固，字孟坚，扶
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其开创
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后世历代

“正史”均沿袭了这一体裁。其中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
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律令规
定。《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
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汉书》中还记述了汉代以来
西域多个国家的历史变迁，其史
学价值可见一斑。此外，《汉书》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
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
录”精神，如《霍光传》《苏武传》
《朱买臣传》等文章，其语言庄严
工整，多用排偶，遣词造句典雅远
奥，饱含人生哲理，堪称后世传记
文学的典范。

古今名人对《汉书》推崇有
加，十六国后赵开国之君石勒，清
代咸丰皇帝都喜欢读《汉书》。隋
唐之际的风云人物李密，少年时
常常骑在牛背上读《汉书》，留下

“牛角挂读”的佳话。大文豪苏轼
曾抄读过 3遍《汉书》，能够一字
不差地背出其中的文句。宋代词
人苏舜钦读《汉书》下酒。毛泽东
同志也喜欢读《汉书》，一边阅读
一边批注点评，经常在文章和讲
话中引用其中的典故。

《汉书》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太
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杭州刻
印的“淳化本”，后又出现了“景德
监本”“景佑本”“熙宁本”“宣和国
子监本”“乾道本”等。年代久远，
保存下来的宋刻本实属凤毛麟
角。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黄善夫
刻刘元起印本《汉书》善本，就是其
中之一。

黄善夫名宗仁，字善夫，南宋
福建建阳地区著名刻书者。黄氏
以刻“三史”著称，即《史记》《汉
书》与《后汉书》。北京大学图书
馆藏《汉书》共一百卷80册，其刻
版字体具有典型的南宋建刻风
格，书页刻印精美，字大悦目。全
书行款为半叶10行，行18字，小
字双行22字、23字不等，细黑口，
左右双边，每叶板框左上部有书
耳，刻篇名。书中现存有“建安黄
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建
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

牌记类似今天出版物中的版
权页，是宋代刻本书中常见的形
式，一般刻在一部书的序末、目录
末、卷末等处，内容主要标示刻书
时间、刻书者姓名或刻书地点，有
的还标示版权或为自己的刻书做
广告宣传。从牌记和刻书识语
中我们可以得知，本书原系黄善
夫刻版，后归刘元起印刷，故称黄
善夫刻刘元起印本。

《汉书》
传记文学典范

□雷焕

司马迁直言：“余不敢言也”；
鲁迅认为它是“五观、方士之书”；
现在大多数家长把它当做神话小
故事，用于儿童想象力的启蒙，这
就是上古奇书《山海经》。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
汉代初期，作者无从考证，其与《易
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
书。《山海经》是出现于先秦的古今
奇书，书中包罗万象，涉及天文、地
理、水文、动植物、医药、物产、巫
术、宗教、民俗、民族、神话等各个
领域，可谓应有尽有，展示的是远古的文
化，记录的是大荒时期的生活状况与人们
的思想活动，勾勒出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
化状态，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山海经》共有 18 卷，全书约 31000
字，记载了100多个邦国，550座山，300条

水道以及邦国中的
风土人情、地理物产
等。它还保存了《夸
父逐日》《精卫填海》
《大禹治水》等脍炙
人口的远古神话传
说和寓言故事。

我国考古学家
和历史学家对于《山
海经》的评价比较客
观和严谨。他们普
遍 认 为 ，从 性 质 上
看，《山海经》是一部
根据民间传说编写
的神话故事，具有一

定的地理和历史价值。关于《山海经》描述
的范围，我国学术界仍然存在较大的分
歧。大部分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是
东至渤海，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南至江
西的广大区域。少部分学者认为，根据夏
朝和商朝的地理认知和交通能力，《山海

经》描述的应该是河南省的洛阳地区，其中
的昆仑山可能是嵩山。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山海经》与三星堆文明有关，描绘的是四
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甚至提出了许多相对
应的地名。

欧洲学者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是一
块已经消失的古大陆，也就是古希腊哲学
家柏拉图所提到的“亚特兰蒂斯”。《山海
经》中描述的几百种未知动物，很可能是史
前文明被洪水毁灭后才从世界上灭绝的。

美国学者对《山海经》的考证非常大
胆，他们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不只是东
亚大陆，范围应该包括大半个地球。

《山海经》可以称得上是我国上古时期
的百科全书，其中的故事并非无中生有，都
是祖先对世界各地进行勘察后的纪实，它
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千年传承，每个神话故
事的背后都藏着真实的历史。《山海经》中
蕴藏着未解的文明密码，随着考古学和历
史学的发展，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会越来
越清晰、越来越厚重。

□王家年

朋友经营古旧书籍，我常去光
顾，或随手翻翻或随意聊聊，时间
长了，便与周边的旧书商混熟了。
一日，发现著名的清人尺牍本《秋
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合订本，
拿回阅读。

所谓尺牍，实则就是书信。在
纸张发明之前，古人将信写在削好
的竹片或木片上，一根竹片或木片
约在一尺到三尺间，所以叫尺牍。
一篇正式的尺牍，除正文外，还有
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祝愿语、
署名。措辞、程式随人际关系的亲疏尊卑，
涉及事项的轻重缓急各有不同。尺牍中措
辞是否恰当，程式是否严谨，直接反映了写
信人的文化修养。

广义的尺牍按应用的不同，有简、牒、
策、札之别；依照通信对象的尊卑亲疏，有
笺、启、表、移、教之分。笺、启是下级写给
上级的书信，表则是臣递交给帝王的书
信。这类尺牍行文往往极尽恭谨审慎之能
事。骈文兴起以后，多被应用于其中，骈四
俪六，堆砌故典，用来表示敬重。移和教，

一则用于平辈之间，一则用于上级与下级
之间，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狭义的尺牍，
指宋以后文人间往来的小简短札。

唐宋时期，尺牍的范围变窄，韩愈、柳
宗元把日常书信当载道的文章来作，豪气
多而逸致少，言志多而言情少；苏轼、黄庭
坚致力于尺牍，写得既多且好，将尺牍编入
自家文集中。

晚清民国时，流行三本入门书：龚未斋
的《雪鸿轩尺牍》、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
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文化水平较低的

人，学尺牍多从前两本
书入手，层次高一点的
学《小仓山房尺牍》。

《秋水轩尺牍》载文
229 篇，行文先后按尺
牍写作时间排序，方便
读者按图索骥。值得注
意的是，编者在正文前
设计了两种形式的目
录，一种按时间编排，最
值得称道的是每个目录
标题下都有简洁的内容
提要；再一种是把全文
分为叙候、庆吊、劝慰、
请托、辞谢、索借、允诺、

戏谑八类，按类别编排。这两种编排各有
所长。

清代的许多尺牍都是由收信人家收
藏，世代流传保存下来的，因而资料性相当
集中。如咸丰三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的
朱学勤，与当时各地的封疆大吏书信往来
频仍，家传尺牍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央和地
方官僚间的人际互动关系。李鸿章致其子
李经方的尺牍，因是父子间私信，直言不讳
地提及筹款兴办铁路、戊戌变法等，几乎可
以看作是近代史的注脚。

《秋水轩尺牍》 古人书信情怀

《山海经》上古百科全书

□何砺砻 冯丽丽

明代是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繁
荣时期。明初设秘书监丞搜集兵
书，朱元璋要求军官熟读兵书，选拔
通晓兵法的军事人才。明朝还以
《武经七书》为教材，兴办武学，开设
武举。在朝廷推动下，兵学研究和
兵书传播在明代盛极一时，学习兵
法、研究军事、著述兵书靡然成风，
涌现出一大批军事专著。明代兵书
数量大，内容丰富，思想价值高。据
《中国兵书总目》著录，明代兵书有
1164部，约占中国古代兵书总数的
27.5%，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阵纪》
《纪效新书》《练兵实机纪》《投笔肤
谈》《草庐经略》《兵经》等。其中，
《草庐经略》被誉为中国兵学通论，
史论结合，以论带史，分门别类地介
绍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基础理论。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草庐
经略》六卷，明黄之瑞撰，清骨仙删
定，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抄
本，六册。开本高 28厘米，宽 17.5
厘米，半叶8行、行20字。卷前首列
康熙二十一年骨仙序，序末又题“癸
亥仲夏侄男录本成因再书”，次列目
录。每卷卷前再列目录。卷端题

“湖广黄州府黄之瑞著述 存身斋
主人骨仙删定”。天头和文后有若
干骨仙朱笔批注。

著者黄之瑞，生平不详。据骨
仙序，称其为楚中人，卷端题湖广黄
州府人（今湖北黄冈市）。骨仙，生
平亦不详，据卷端题频阳人（今山西
省富平县）。卷前骨仙序记述得书
及抄录始末，康熙二十一年冬，骨仙
从友人处见到黄之瑞《草庐经略》稿
本，认为此书价值颇高，出俸银雇人
誊写。自康熙二十一年冬始，至康
熙二十二年仲夏抄完，抄录过程中
骨仙对此书做了大量删定。该书名
曰“草庐”，著者或有自比诸葛孔明
之意。通行本 152篇，每篇先阐述
理论，次引古代战例及兵家言论以
佐证，其引述中不乏名将戚继光、沈
希仪等人之论说或战例。内容从丁
壮选拔、兵士训练、将帅修养到制度
建设、方略制定，以及多种具体条件
下的具体战法，涉及战争目的、战略
战术、治军用将、阵法训练、火器制
造、赏罚原则、屯田粮饷、阴阳占卜
等军事领域各个方面。该书既对古
代军事思想予以继承和发扬，亦是
对明代军事智慧、战争经验之总结，
世人耳熟能详之成语如“顺手牵羊”

“知人善任”等皆出自其中。
《草庐经略》最初以抄本通行，

现存版本有抄本、刻本、铅印本、石
印本等。依卷次多寡，分十二卷本、
八卷本、六卷本三种。道光三十年
（1850年），南海伍崇耀据曾钊所藏
该书十二卷抄本刊入《粤雅堂丛
书》，题“无名氏撰”，共计152篇，为
十二卷本最早之刻本，此后清光绪
间上海申报馆铅印本、清光绪七年
（1881年）宋庆重刻本都据《粤雅堂
丛书》本重刊。六卷本、八卷本未见
刻本，现存清抄本至少有8部。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草庐
经略》共六卷，151篇，较通行本少

“必战”篇，理论部分文字与十二卷
本文字也略有不同，骨仙删定后只
有理论部分，无古代战例与兵家言
论。该书曾收录于沈致坚《黄州府
志拾遗·艺文志》中，后收入《四库未
收书目提要续编》中。据骨仙序言
及现存书目，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藏抄本《草庐经略》或为该书现存六
卷本之最早抄本，因而具有非常重
要的版本价值。

《草庐经略》
中国兵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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