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连》
作 者：何 方
出 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一九三九年年底，日军投
入往年数倍的兵力进山围剿
抗联，抗联少年连意外与大部
队失联，进入深山密林，与日
军游击作战。本书塑造了英
勇可爱的少年群像，歌颂了他
们深挚的战友情谊，展现了国
家危亡之际坚贞不屈的民族
精神。

《宽容与执拗》
作 者：赵冬梅
出 版 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本书以北宋政治家、一代
大儒司马光的成长轨迹、人生
经历、社会活动为核心，讲述
了其所所跨越的自真宗、仁
宗、英宗、神宗至哲宗这五个
朝代的历史变迁，以及与王安
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
轼兄弟等人的互动。

《半夏引》
作 者：天 涯
出 版 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小说以翔实的资料为基
础，用生动的语言、曲折的故
事情节，塑造了一群有血有
肉，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守本
心，不惜舍生取义的优秀药商
形象。字里行间弥漫的中草
药药香，也在无声处传承弘扬
了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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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内篇”——“古籍通
例”和“外篇”——“子曰诗云”两
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一般读者
接触古籍会遇到的怎样查看目
录，怎样明白校勘，如何分辨版本
等较为基础性问题的解说。当然
其间也提到了为什么古人不喜欢
在自己写的书前署名，古人为何
乐衷于编写些根本不存在的小故
事等问题。后半部分则是对经、
史、子、集里代表性作品的详细介
绍，非常有利于对古籍知识只有
一知半解的读者的阅读接受。

作者在开篇序文里即提到了
今人读古书的种种益处。一个
字，一个词，其含义会在历史文化
的长河中不断变迁。比如我们以
为“止戈为武”，但其实在小篆里，

“武”的本意是“士兵扛着武器去打
仗”。这种字、词含义南辕北辙变
化的现象在古籍和今文的对照中
并不鲜见。此外，我们读古籍时，
会发现古代知识分子很喜欢用讲
故事的方法来阐明道理。像自相
矛盾、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成语，
它们最初诞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行
文能够言简意赅，而是为了形象生
动地讲理。当然，阅读古籍主要还
是为了让现代读者领略中华文化
的精深内涵。中华民族的文化传
统从未断裂过，这和一代代知识分
子不懈地写书、校书、教书息息相
关。我们都知道古籍很容易在战
乱中散佚、毁损。像《四库全书》，
完成后原有三份副本存于江南，
但战火纷起，人尚难存，何况书
乎？然而南方士人愣是凭着坚韧
不拔的精神，自发地去找寻、搜
罗，最后奇迹般地整合回一部完
整的《四库全书》，被后人誉为“江
南三阁，文澜独存”。

说《古籍原来这么好看》非常
值得一读，并非溢美。举个例子，
该书在写到校勘这部分内容时，
作者提到了南宋学者彭叔夏，此
人十二三岁就下笔抄写太祖《实
录》，当时他遇到了个问题，在抄
到“兴衰治□之源”时，“治”的后
面少了个字，于是他想当然地认

为“治”后必是“乱”，此句当为“兴
衰治乱之源”。多年后，彭叔夏有
幸得到该书的一部善本，打开查
询，才恍然大悟，这句话应该是

“兴衰治忽之源”，顿时，他感慨万
千：果然三折肱，方为良医，古籍
中哪怕是一字一词，也不能凭着
臆断就妄下定论。这故事虽小，
意义却深。若读古籍，若做学问，
确实得慎之又慎。当然，该故事
也从侧面反映了：校勘古籍是一
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没有丰厚
学养，很难担当此任。

除了好看，该书的知识量也
极丰富。古籍版本大致可分为朝
廷及各省书局、书院刊行的官刻
本，私人自己刻制的家刻本，及坊
间流行的坊刻本。以前，我总以
为官刻本的质量最佳，毕竟那是
政府出面刊刻的。然而此书作者
直言不讳：质量最佳的应是家刻
本。官刻本的目的是宣传文化，
校对之人是雇佣来的，难免敷衍
塞责。坊刻本更不足为道，为了
盈利，成本越低越好，产出越快越
佳，怎可能在质量上多下功夫。
唯有家刻本，读书人大多敝帚自
珍，自己写的书跟自己家的娃一
样，爱若珠玉，定会仔细校对，严
格把关。不过，作者在文末又补
了一句：只要是精心校勘注解的
好本子，都可称为善本。我们辨
别古籍版本的优劣，主要还是看
作品本身，不可一概而论。

那么为何古人不喜欢在自己
的书前署名呢？像《史记》这样的
巨著，完成后居然没题名。后来
东方朔为之取名为《太史公》，到
了东汉，大家才开始将此书称为
《史记》。而《周易》的作者真的是
周文王吗？《周礼》确实是周公写
的吗？其实都未必，很大可能是
某人写了后，找个名人进行假
托。这和时人头脑中“尊古贱今”
的思想有关。他们写了书后，怕
书中观点不为世人所重，就找个
名人为自己站台。《晋书·曹志传》
中，晋武帝司马炎翻看《六代论》，
问曹志：这书是你父亲曹植写的

吗？曹志说父亲写过的东西都是
做过目录的，回家看一下便知。
后来曹志回禀：此书并非父亲所
著，乃是家中一叫曹囧的亲戚写
的。但因父亲名声大，这位亲戚
为了书能广为流传，便假托曹植
所作。司马炎听后感慨：“自古以
来都是这样啊！”这就说明著书假
托现象在汉代及汉代之前很是普
遍，绝非个案。不过到汉以后，因
写书做学问可以当官，知识分子
也就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上署名
了。真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
变”啊。

古籍中还有个避讳问题。如
唐才子李贺，因父亲叫李晋肃，

“晋肃”和“进士”谐音，李贺为避
父名讳，无法参加科考。这种事
情，我们今天看来很荒诞，在古代
却“顺理成章”。直到曹雪芹写
《红楼梦》，幼小的黛玉也知写字
说话得避母亲贾敏的那个“敏”
字。还有为避讳秦王嬴政，正月
要叫端月。为避晋文帝母亲名字
中的“春”字，《晋春秋》得叫《晋阳
秋》。为避唐太宗李世明的“世”
字，哪怕你是在中国最有群众基
础的菩萨“观世音”，也得改叫“观
音”。汉宣帝是唯一一位坐过牢，
且是从民间成长起来的皇帝，他
原名“刘病已”，深知“病”“已”两
字太常用，读书人一不小心就会
犯忌，所以登上帝位后给自己改
名为“刘询”——“询”字在西汉属
于冷僻字。然而汉宣帝不会想
到，后来人们还是为了避开“询”
字，把大名鼎鼎的荀子称为了“孙
卿”。可见避讳在古代是个很大
的规矩。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的出版
目的颇单纯：为了引起当代读者
对古籍的初步了解和阅读兴趣。
所以该书对于古籍通例的梳理也
好，经史子集的介绍也好，没有面
面俱到，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
余”。可即便如此，要是能静心阅
读此书，我想也会收益颇丰的。

（《古籍原来这么好看》人民
日报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慢慢走进古人的文字世界中去
——读《古籍原来这么好看》

□无 端

可能现在的读者不大看那些古籍文献了。鉴于
看的人少，所以能明白古籍中蕴含文化趣味的人也就
更少。《古籍原来这么好看》一书可能就属于人们在书
店目光流连时，不大会为之停驻的作品。但笔者之所
以推荐此书，是因为它是非常适合入门级古籍爱好者
的读物。该书文字深入浅出，可读性强，知识容量也
丰足。笔者自己读后的第一感受是：“奇文共欣赏，疑
义相与析”，好东西就该和更多的同好中人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