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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古籍今注今译〉序

中华文化精深博大，传承颂读，达数千年，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当今之世，

海内海外，莫不重新体认肯定固有传统，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累积智能的价值，更

获普世推崇。

语言的定义与运用，随着时代的变动而转化;古籍的价值与传承，也须给予新

的注释与解析。商务印书馆在先父王云五先生的主持下，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选译

批注数十种学生国学丛书，流传至今。

台湾商务印书馆在台成立六十余年，继承上海商务印书馆传统精神，以"宏扬

文化、匡辅教育"为己任。六十年代，王云五先生自行政院副院长卸任，重新主持

台湾商务印书馆，仍以"出版好书，匡辅教育"为宗旨。当时适逢国立编译馆中华

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成《资治通鉴今注>> (李宗伺、夏德仪等校注)，委请台湾商务印

书馆出版，全书十五册，千余万言，一年之间，全部问世。

王云五先生认为"今注《资治通鉴>>，虽较学生国学丛书已进一步，然因若干

古籍，文义晦涩，今注之外，能有今译，则相互为用，今注可明个别意义，今译更

有助于通达大体，宁非更进一步与大? 7t 

因此，他于 1968 年决定编篡"经部今注今译"第一集十种，包括:诗经、尚

书、周易、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大学、中庸、论i吾、孟子，后来又加上老子、

庄子，共计十二种，改称"古籍今注今译"，参与注译的学者，均为一时之选。

台湾商务印书馆以纯民间企业的出版社，来肩负中华文化古籍的今注今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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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相当辛苦。七十年代，王云五先生承蒙层峰赏识，委以重伍，担任文复会副会

长。他乃将古籍今注今译列入文复会工作计划，广邀文史学者硕彦，参与批注经典

古籍的行列。文复会与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携手合作，列出四十二种古

籍，除了己出版的第一批十二种是由王云五先生主编外，文复会与国立编译馆主编

的有二十一种，另有八种虽列入出版计划，却因各种因素没有完稿出版。台湾商务

印书馆另外约请学者注译了九种，加上《资治通鉴今注~，共计出版《古籍今注今译》

四十三种。兹将书名及注译者姓名月卢列如下，以志其盛:

序号 书名 ?主译者 主编 初版时间
尚书 屈万里 王五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9 年 9 月

2 诗经 马乘风(持盈) 王E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年 7 月
3 周易 南怀E呈 王五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4 年 12 月

4 周礼 林尹 王E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2 年 9 月
5 丰Lì己 王梦鸥 王军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1 月

6 春秋左氏传 李宗恫 王五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年 1 月

7 大学 宋天正 王E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 2 月

8 中庸 宋天正 王E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 2 月

9 论i吾 毛子水 王E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 年 10 月

10 孟子 史次耘 王E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3 年 2 月

11 老子 陈鼓应 主E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0 年 5 月

12 庄子 陈鼓应 王E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 年 12 月

13 大戴札记 高明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 年 4 月

14 春秋公羊传 李宗恫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3 年 5 月

15 孟子 薛安勤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94 年 8 月

16 韩i寺外传 赖炎兀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2 年 9 月

17 孝经 黄得时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2 年 7 月

18 列女传 张敬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94 年 6 月

19 新序 卢元骏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7S 年 4 月
20 说苑 卢兀拨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7 年 2 月

21 墨子 李?鱼叔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4 年 5 月

22 苟子 熊公哲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 年 9 月

23 韩非子 邵增桦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2 年 9 月

24 管子 李勉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8 年 7 月

25 孙子 魏汝霖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2 年 8 月

26 史记 马乘风(持盈)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9 年 8 月

27 商君书 贺凌虚 些军会且立缠堕馆 198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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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太公六韬 徐培根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6 年 2 月
29 黄石公一略 魏汝霖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 年 6 月
30 司马法 刘仲平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 年 11 月

31 尉撩子 刘仲平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 年 11 月
32 吴子 f尊绍杰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6 年 4 月
33 唐太宗李卫公间对 曾振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75 年 9 月

34 资1台通鉴今注 李宗伺等 国立编译馆 1966 年 10 月

35 春秋繁露 赖炎兀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4 年 5 月

36 公孙龙子 F东莞森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6 年 1 月

37 晏子春秋 王更生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7 年 8 月

38 吕氏春秋 林品石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85 年 2 月

39 黄帝四经 陈鼓应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6 月

40 人物志 陈乔楚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1996 年 12 月

41 近思录、大学问 古清美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2000 年 9 月

42 抱朴子内篇 陈飞龙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2001 年 1 月

43 抱朴子外篇 陈飞龙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2002 年 1 月

44 四书(合订本) 杨先功等 王五五(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4 月

已列计划而未出版:

序号 书名 译注者 主编

1 国i吾 张以仁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2 战国策 程发韧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3 淮南子 于大成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4 论衡 阮廷悼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5 楚辞 杨向时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6 文心雕龙 余培林 文复会、国立编译馆
7 说文解字 赵友培 国立编译馆
8 世说新语 杨向时 国立编译馆

1981 年，文复会秘书长陈奇禄先生、国立编译馆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再度合作，

将当时已出版的二十九种《古籍今注今译}，商i青原注译学者和适当人选重加修订再

版，使整套《古籍今注今译》更加完善。

2009 年春，"国家"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先生，约i青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方

鹏程研商，计i义重新编辑出版《古籍今注今译}，并继续约聘学者注译古籍，协助青

年学子与国人阅读古籍，重新体认固有传统与智慧，推广发扬中华文化。

台湾商务印书馆经过详细规划后，决定与"国家"文化总会、"国立"编译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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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合作，重新编印《古籍今注今译}，首批十二册，以儒家文化四书五经为主，在今

年 11 月 12 日中华文化复兴节出版，以后每三个月出版一批，将来并在适当时机推

出电子版本，使青年学子与海内外想要了解中华文化的人士，有适当的版本可研读。

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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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王学哲谨序

2009 年 9 月



重印〈古籍今注今译〉序

古籍蕴藏着古代中圄人智慧精华，显示中华文化根基深厚，亦给予今日中国人

以荣誉与自信。然而由于语言文字之随变，今日阅读古籍者，每苦其晦涩难解，今

注今译为一解决可行之途径。今注，释其文，可归个别词句;今译，解其义，可通

达大体。两者相互为用，可使古籍易读易懂，有助于国人对固有文化正确了解，增

加其对固有文化之信心，进而注人新的精神，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最受人仰慕之

文化。

此一创造性工作，始于 1967 年本馆王故董事长选定经部十种，编墓白话注译，

定名经部今注今译。嗣因加入子部二种，改称古籍今注今译。分别约请专家执笔，

由云老亲任主编。

此一工作旋获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之赞助，纳入工作计划，大力推

行，并将注译范围扩大，书目逐年增加。至目前止已约定注译之古籍四十五种，由

文复会与"国立"编译馆共同主编，而委由本馆统一发行。

《古籍今注今译》自出版以来，深受社会人士爱好，不数年发行三版、四版，有

若干种甚至七版、八版。出版同业亦引起共鸣，纷选古籍，或注或译，或摘要注译。

回应如此热烈，不能不归王云老当初创意与文复会大力倡导之功。

己出版之《古籍今注今译}，执笔专家虽恭敬将事，求备求全，然为时间所限，

或因篇幅众多，间或难免炸误:排版误置，未经校正，亦所不免。本馆为对读者表

示负责，决将巳出版之二十八种(本馆自行约人注译者十二种，文复会与编译馆共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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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编委由本馆印行者十六种)全部重新活版排印。为此与文复会商定，在重印之

前由文复会请原注译人重加校订，原注译人如已去世，贝Ij另约适当人选担任。修订

完成，再由本馆陆续重新印行。为期尽量减少错误，定稿之前再经过审阅，排印之

后并加强校对。所有此等改进事1页，本馆将支出数百万元费用。本馆以一私人出版

公司，在此出版业不景气时期，不惜花费巨资重新排版印行者，实慎于出版者对文

化事业所负责任之重大，并希望《古籍今注今译》今后得以新的面貌与读者相见。

兹值《古籍今注今译》修订版问世之际，爱缀数i吾志其始末。

6…ω 

台湾商务印书馆编审委员会谨识

1981 年 12 月 24 日



编篡〈古籍今注今译〉序

由于语言文字习俗之模变，古代文字原为通俗者，在今日颇多不可解。以故，

读古书者，尤以在具有数千年文化之我国中，往往苦其文义之难通。余为协助现代

青年对古书之阅读，在距今四十余年前，曾为本馆创编学生国学丛书数十种，其凡

例如次:

一、中学以上国文功课，重在课外阅读，自力攻求;教师则为之指导焉耳。惟

重篇巨映，释解纷繁，得失互见，将使学生披沙而得金，贯散以成统，殊非时力所

ìtp; 是有需乎经过整理之书篇矣。本馆鉴此，遂有学生国学丛书之辑。

二、本丛书所收，均重要著作，略举大凡:经部如诗、礼、春秋;史部如史、

汉、五代;子部如庄、孟、苟、韩，并皆列入;文辞则上溯汉、魏，下迄五代;诗

歌则陶、谢、李、杜，均有单本;词则多采五代、两宋;曲贝IJ顿取元、明大家;传

奇、小说，亦选其英。

三、诸书选辑各篇，以足以表见其书，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学技术者为准;

其无关宏旨者，从删削。所选之篇类不省节，以免割裂之病。

四、诸书均为分段落，作句读，以便省览。

五、诸书均有注释;古籍异释纷如，即采其较长者。

六、诸书较为罕见之字，均注音切，并附注音字母，以便讽诵。

七、诸书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书概要。凡所以示学生研究门径者，

不厌其详。

…7… 



然而此一丛书，仅各选辑全书之若干片段，犹之尝其一宵，而未窥全豹。及

1964 年，余谢政后重主本馆，适国立编译馆有今注《资治通鉴》之编篡，甫出版三

册，以经费及流通两方面，均有借助于出版家之必要，商之于余，以其系就全书详

注，足以弥补余四十年前编篡学生国学丛书之阙，遂予接受。甫岁余，而全书十有

五册，干余万言，已全部问世矣。

余又以今注《资治通鉴>，虽较学生国学丛书已进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义晦

涩，今注以外，能有今译，贝l]相互为用，今注可明个别意义，今译更有助于通达大

体，宁非更进→步与大?

几经考虑，乃于 1967 年秋决定编篡经部今注今译第一集十种，其凡例如次:

一、经部今注今译第一集，暂定十种，其书名及白文字数如次:

《诗经》 三九一二四字

《尚书》 二五七00字

《周易》 二四二0七字

《周礼》 四五八0六字

《礼记》 九九0二0字

《春秋左氏传》 一九六八四五字

《大学》 一七四七字

《中庸》 三五四五字

《论语》 一二七00字

《孟子》 三四六八五字

以上共白文四八三三七九字。

二、今注仿《资治通鉴今注》体例，除对单字词语详加注释外，地名必注今名，

年份兼注公元，衣冠文物莫不详释，必要时并附古今比较地图与衣冠文物图案。

三、全书白文四十七万余字，今注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今译等于白文百分

之一百三十，合计白文连注译约为一百四十余万言。

四、各书按其分量及难易，分别定期子半年内，一年内或一年半内缴清全稿。

五、各书除付稿费外，倘销数超过二干部者，所有超出之部数，均加送版税百

分之十。

山8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稍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制定工作实施计划，余以古籍之有待于今

注今译者，不限于经部，且此种艰巨工作，不宜由独一出版家担任，因即本此原则，

向推行委员会建议，幸承接纳，经于工作计划中加入古籍今注今译一顶，并由其学

术研究出版促进委员会决议，选定第一期应行今注今译之古籍约三十种，除本馆已

先后担任经部十种及子部二种外，征求各出版家分别担任。深盼群起共鸣，一集告

成，二集继之，则于复兴中华文化，定有相当贡献。

本馆所任之《古籍今注今译》十有二种，经慎选专家定约从事，阅时最久者将

及二年，较短者不下一年，则以属稿诸君，无不敬恭将事，求备求详;迄今只有尚

书及礼记二种缴稿，所有注译字数，均超出原预算甚多，以礼记一书言，竟超过倍

数以上。兹当第一种之尚书今注今译排印完成，问世有日，谨述缘起及经过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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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

1969 年 9 月 25 日



叙〈争L记今注今译〉

王云五先生为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选择了若干种足以代表中华文化的典籍，

拟用现代的观点和语言加以注释，并作翻译:冀使多'贮少暇的现代人，容易了解中

华文化的实质;同时亦使先人的德业日新又新。当时，老先生把计划中的工作，分

一部分让我1ì、丁尝试;那就是现在写成的这一部《礼记》的今注今译。

说到《礼记》这部书，原只是儒家经典的一部分，而且，在早还只是那些经典

中属于"礼经"的一部分。礼经的传授，倘依时代先后排列:西汉讲"仪礼"，东汉

兼讲"周礼";差不多到了三国以后才始讲"礼记"。换言之: {礼记》一书之取得经

典地位，是较晚的事。然而， {仪礼~{周礼》二书所记载的，都只是上古的礼俗仪

式和一套理想的建国制度。仪式和当时的生活习惯关系密切，经过时移世变，即在

儒家的理论上，亦认为可以"与民变革"的;更不消说，在现实生活中时有事实上

的改变。因此， <仪礼~<周礼》二书所记载的东西，和人们的常识日渐疏远:差不

多到了唐代，有的学者竟直率地承认它之"难读"。学者们尚且如此，贝IJ其他的人更

可想而知之了。当然，这里面重要的原因，乃是那些仪文制度，多已不见子后代人

的日常生活，所以亦渐不为一般人所了解。

如果要问儒者们为什么要记载而且传授那些不为后世所实行的仪文制度?这确

是极重要的一点。我{!'、丁知道: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为后代执政者所尊重，即在于

他们不但有淑世拯人的抱负，同时还想拿出一套可以实行的具体办法。只可惜他们

生存着的时代很古，那是个农业的封建时代。他们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能选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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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不口可依据的生活行为资料，就只有那些现实的东西。他们在那种环境中，要依其

理想来选择-套可以辅导人们走向健康幸福的生活之路，遂亦只有那些礼俗仪文了。

那些礼俗仪文，由后人看来，虽有许多是落伍的，不合实际的;然而，这都无关紧

要;而最要紧的，乃在他们欲借助于那些礼俗仪文以达成淑世拯人的理想。他们早

就说过礼俗仪文可以随时变革，唯独不可变的，就是他们要用和平的教育的方法，

造就每个人健全的心理和合理的行为。这样地，由扩充小我而为大我，由个人至于

整个人类。这是他们的理想，亦即他们所称为"义"者。他们说"礼也者，义之实

也，协诸义而协，贝lJ礼虽先王所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这不是说得十分明白了吗?

"礼"是指那些羊川谷仪文，而"义"则是他们的理想。

《礼记》在礼经中虽为后起之书，但所记载的，恰就是那种理想。理想不变，

所以《礼记》不特不因时世的迁易而没落，反而显得后来居上的地位。自北宋时

代. {礼记》便正式列为礼经之唯一要籍，而且一直相沿到了近代。在清代经学复

兴期间，就有学者直认: {仪礼}{周礼》二书已不能复行于后世，但那两部书的

"会遇"，则在于《礼记》。质言之. {礼记》不但是打通《仪礼}{周礼》二书之内

蕴的钥匙，同时亦是孔子以后发展至于西汉时代，许多孔门后学所共同宣说儒家思

想的一部丛书。

《礼记》在经典中的地位既是如此，现在还要考察一下，关于这部丛书的实际状

况，并借以说明我们所作的今注今译的大体情形。

从历史上看来，现存于《礼记》中的文辞，在西汉时代，即已常常被人引述，

显然那是很早就有的典籍了。但是到了东汉，这部后来被称为"小戴礼记"的书，

仍未见于正式的记录。所以它的流行时代，可能是在东汉中晚期。如今唯一可以确

定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由郑玄编注而成的这个本子。虽然在郑玄前后亦有人批注过

这部书，而且郑玄编注此书时亦还引用过别的本子来校对，但这都只够说明那时已

有此书:至于此书和流传至今的这个本子，是否完全一样?因文献不足，我们仍只

能说:现在的这个本子，是郑玄编辑和注解的本子，而称之为"郑注礼记"， f卑不

至误。

关~ì主《礼记>.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继续为之作讲

疏的人亦逐渐增多。到了隋末唐初，先是，陆德明整理经典文字，连带为《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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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了一番校对文字音读的工夫:接着，孔颖达等人，又把郑注以下的许多讲疏，

做了一番厘订的工作，编成所谓"礼记正义"。礼记正义和郑注《礼记}，大约在南

宋初年羊皮合成为一部书;那时，正迎上印刷术发达，因之，这部书乃得以不同的版

式在各地普遍翻印流传。现在我们称为"礼记注疏"的。可说是各式版本中之一母

本。此外，南宋人翻印的"郑注礼记"和近代从敦煌发见的"郑注礼记"之零星抄

本，都可供参考之用。因为礼记注疏本，清代阮元曾经参用国内外所藏的许多版本

和前人用北宋本校对过的记载，编为"礼记注疏校勘记"。这种附有校勘记的注疏

本，种类非一，而我们用作今注今译的底本的，则是目前坊间翻印的石印本。

郑玄使用极简炼的文字为《礼记》作注;所以他的注语，全部字数，仅比本文

多出千余字。孔颖达等人则相反地，他们用最详细的语句为"郑注"作说明。这样

极简与极繁的"注"和"疏"，自古以来，被认为"双绝"，而阮元即据此而为之校

勘，照理该是最完善的本子了。然而，如果要问:这本子究竟完美到怎样的程度?

却是个很难肯定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里面还有好几层的关系:

第一，郑玄时代，他所据以作注的那个底本，是否完善，即已可疑。郑玄作注，

同时虽很细心地用当时流传的其它抄本校对他所用的那个底本的本文，凡是经他看

出显然有错的文字，便明白地记下某字"当为"某字;但亦有他不能断定的，于是

就记下某字"或为"某字。仅从郑玄所记的许多"错字"看来，即已够说明他所用

的底本并非十分完美的。而且他在注这《礼记》时，又似很匆促，有些参考的书籍，

他没有看到。这在他的学生问答纪录里，已有交代。由今看来， {礼记》的本文，有

许多地方亦散见于其它古书中。倘用其它古书互校，贝IJ又可见除了郑玄已发明的疑

问以外，仍还有不少的疑问。这就是郑注《羊L记》底本的实际情形。

第二，孔颖达等人疏解郑注肘，所据用的"郑注礼记"，贝Jj又是经过三国六朝，

数百年间辗转抄录下来的本子。我们单看陆德明所作的"礼记释文"，即可看出:他

记下许多"本为某字" u或为某字"的字，往往和现在这本孔疏所用的字又有不同，

这又可以说明孔疏所掘的底本，亦非十分完美的。此外，本非郑注而乱人郑注中者，

犹不在话下。

第三，现行的注疏本，虽经过多人校勘，但于《校勘记》所记载者外，仍可检

出一些错字。更严重的是:郑玄的注语，却不见于现有的郑注中，偶因孔疏之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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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于"疏语"中看到[1]。然而，未经孔疏引述出来的，是否仍有脱落的"郑注"

呢?这就不无可疑了。再者，倘侬孔颖达等人详为"郑注" fi乍疏证的原则J; 而现在

可看到的，有些地方必然有疏语的，但这"注就本"却一字不提[2]。这是否说明了

"郑注"有脱落，甚至连"孔疏"亦有脱落呢?贝Ij又不无可疑了。有了这层层的疑

问，不特使人不能肯定回答这本"礼记注疏"的完善程度;而且，在替它作今注今

译时，还不得不分外审慎;因为这些地方，前人尚未及注意。

如果要问: <礼记》既是千余年来的经典而为读书人必读之书，不可能有这种不

可信靠的成分在。因为此书于本文之外有注语，注i吾之外有疏语，层层说明，互相

保证，决不致有什么大错。然而，大错虽必没有，只是在我国"一字一义"的文章

结体中，片词只字的出人，就会影响整个的语意。郑玄最早便已注意到片词只字之

是非;到了孔疏，他们虽极忠实地为郑注作疏解，但亦尝发见郑玄为本文上的错字

所蒙混而写下望文起义的曲解。孔疏以下，经历宋元明清，许多热心攻读此书的学

者们，差不多随时都在发见郑注以及孔疏的错失。虽其中有因错字而发生的;但最

多的地方，还是在于"语意"的误解。从后代学者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注"

误解了本文的地方，又看到"孔疏"误解了郑注的地方。这样的，由本文而注语而

疏语，本意虽在于层层说明，而实际却未必即可互相保证。因此，自宋代以下，有

的学者或竟撇开注疏，而径向本文作"直解"或"别解"的。这样一来，使那将近

十万字的礼记本文，便附着上"数以干万计"的解说了。其中除去复述别人的意见

者外，具有真知灼见的著述，即不在少数。现在我们为说明《礼记》本文而作今注

今译，在探讨前人的意见时，虽不因其著述之多而感到困难;但是，他们太多不同

的，甚或相反的，而又同具价值的解说，在选挥取舍上，便不能不煞费踌躇了。

孔颖达等人之疏解"郑注礼记"，是罗列前人的意见然后加以仲裁(名曰正义)，

[ 1 J 例如《曲礼上> "人生十年曰幼学"，孔疏引"檀弓之幼名者，二月为名，称幼"。今

按《檀弓》实无此文，当是《檀弓上> "幼名，冠字"处之郑注语。今此郑注语不见于《檀

弓》篇，赖孔疏所引而得见之。

[2J 例如《曲礼上> "不辞让而对，非礼也。"郑注云"当谢不敏，若曾子之为"。按今本

此处不见孔疏语，遂亦无以知何者为"曾子之为"。疑此处孔疏当引吨孝经》云:子曰:

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等语，今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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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仲裁，即又代表一种意见。到了后代，读者愈多而意见愈加纷歧。但纷歧到了

无从仲裁，就只好编为"集说"了。不过，如卫渥的"礼记集说"，卷。失浩繁，无

法使其书与大众接近，当然，这不是我们"今注"所宜采取的方式。其次如陈精的

"礼记集说"算是要约而不繁了，然而他的集"说"，必须参看后人给他做的许多辨

惑补正的著作，始不至眼着错误。而且，这种补正的意见，时在增加。清代学者更

能利用文献学的、文字学的、文法学的种种方法，为"注" "疏" "集说"做下不少

补正的工夫。如果把许多意见罗列起来，不免又要成为卫氏"集说"那样的庞然大

物了。这都是作"今注"时所面对着的麻烦。

还有比这更加困难的事;第一，上古的一些特殊仪式、器物、建筑，以及社会

组织上的种种名词:有的须表演，有的须绘图，有的须长篇讲解，始能看得明白。

倘若单用"白话"，而白话中没有相当的词汇可以翻译。第二，本文的涵义，既有种

种不同的解释;解释既已不同，当然不容"混说"。然而"今译"之目的，是要把本

文一句是一句地用白话说来，倘求其不陷于偏执，就只好把不同的解释列于"今注"

项下，而"今译"仅能就其中之一面翻译。这又是无可奈何之处。现在为着补救上

述第一第二两点缺憾，我们就尽量列载参考书籍，把权威的著作，演礼图，近代人

所作名物图考等等，作为附录，以备有兴趣作进一步研究此书的读者参考之用。

最后，不，应当说是首先，我们得向王老先生表达歉意。因为老先生的委托，

我们未能如期完成。虽然老先生原谅我们译注此书，因篇幅较长而参考的材料甚众，

爬罗剔抉，刮垢摩光，既需时曰:而本人又因外出讲学，逆旅生涯，亦略有耽搁。

其间，还感谢罗宗涛、张楝华、 i射海平，诸位年轻朋友热忱协助，如今幸得杀青斯

竟σ 既得诸朋友的助力，所以在这里应称为"我们的"工作了。

早在郑玄时代，卢植曾经说过"今之礼记，特多回穴。"我们虽不能指实他说

的即是这部"礼记"。但细检此书，其中无论文字、章节、讲义，以及其牵涉到古代

文化生活各方面的记载，皆因传世久远，本文断烂，章节错乱，字词说脱，确实够

称"特多固穴"的。所以我们的今注今译，只算是在前世学者的余荫下略尽绵薄。

至于如何使得此书更其系统化，而赋以现代的意义，则有待海内外!自主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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