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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它知}只址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

啦“文史知识文库”。“从书’’政成“文库”，目的是使这套书窑

量大一些。把这套柘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仪容纳t文史知

识>已经刊绂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s文史知识》未能刊发

的好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擦人汽H；地，重，rjif瓜叉系统地介绍

中华民族古代文化I々卞硬成果。

我fI．i的时代口新月异。科学鼓_：掣i禽蹦!盗；nj又深刻地改

变着人娄的社会生活。Ifl目人民重概馨：田，币i向睦界、面向未

来。征祖国960万平方公巷的土地}：，正J!甚酿寿新的蠕超．新

的振兴。

在造一巨大变j盯巾，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趣导

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向时按．j乏们仍然会涤探感觉到无所

不在的、rt·困_r々统文化的巨大力景。传统文f}_勺巧史积淀是

如此的书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jf一项现f引匕I：程的伟大胜

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I冉人，想起为我ffJ％'-5T中华民族

灿烂携章的人们。我们0“订人刘造了无与伦L■?j妯烂之化。

春秋战国的诸予西学、汉魏六朝的丰碑H蜘、韩杯欧苏的火块

文章、明清之际的人，t画卷。无，f：是观了对社会围。靠的情怀，

对字宙世羿fj0期待。这千古Ⅵ≯?、砖蛐，J搏斗，}¨虿一雨映，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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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

达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发展、强盛的力量。

面向世界，而向末来，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我

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们祖

先繁衍发展的土地，怀有深切的挚爱之情。爱她，了解她，同时

研究她}在了解她、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来

的信念。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嗟，以重新崛起的决心，

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定

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动

的历史袭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

服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共

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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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我国最早的历史编纂学家

赵光贤

如有人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出一个最著名的、而

且对后世的影响最长远的，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盛

名的人物，我将毫不迟疑地悦．这人一定是孔子。

孔子真是一位极不平凡的人物，他在生时不过是一个知

识分子．一个以教书为业的老学究，也没敬过大官。可是在死

后，他的名气可越来越大，一直被封建皇帝封为文宣王，他的

嫡系后裔被封为衍圣公，而且“世袭罔替玎。不仅在首都，而且

在垒国每个州县里都有孔庙，而且在他的忌日州县官亲自举

行祭礼。不仅如此，他的学说传布到漱外，如朝鲜、f_j术、越

南、新加坡都有很大的影响。|欢美的汉学家也都把他看成东方

伟大的哲学家，听说今年美国推选垒世界=十位名人，孔子居

首位。这一切都是孔子做梦也梦不到的。

但是扎子也有倒霉的时候，大概从五四运动开始走下坡

路，“打倒孔家店"，反对读经书，于是一切封建礼教的弊害一

占脑儿都扣在他的头上．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自然的，

不足为怪。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后，按道理蜕，用马克

思主义去看历史人物，应当实事求是，给他一个正确的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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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极左思想加．卜反革命阴谋的阴风刮来，在十年动乱的年

代，孔子成了被批判、打倒的对象．一时风靡垒国。这也是儿

子做梦也梦不到的．所以我说扎子是中国历史上～·传极不平

凡的人物，并非言过其实．

以上算是开场白．f面书归正传。

孔子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堆于鲁困(今IlI东

曲阜县)的陬邑(一作郓，音邹zou)，死于公元前479，年七十

三。他的先世是宋国的公室，后避乱来窖．国，于是从贵族的最

高阶层跌落到最底层，即“士”这个阶层。家很穷，曾做过鲁图

管仓库和管牛羊的小官。他非常好学．因而在国内以“多闻多

识"}f{名。他公开招收学生讲学，不论贫富贵贱，只要送他几

束肉干做入学扎，斌法收下为学七。这在!发们今天看来，其是

稀检平常的事，可＆危他耶个时候(春秋末期)，却是一件可以

说是破天荒的枣，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占代“学在官府”，只

有贵族才ji读书的机会，因为他们手里有权。至于一般势动

人民．冈为手里无权，只好昝当文育，现在孔子出求广收学生，

毅他们读书，不仅他们能有求学机会。而且慢慢形成一个“士"

印知识分子阶层。因此战国时期才出现在中国历史1二独一无

二的事件，就是“百寒争鸣”。知1i_只分子这个阶层的出现，在中

国历史L发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孔予这个老学究意翱不到

的事。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孔子。战围If．r期，知{=【{分

予和百家争鸣的出现．主要原冈是在I比时由于铁器的普遍使

，H，牛耕也成为农ql!生产的进步技术．还存自然手：!}学，包括农



业在内，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和村社制的

崩溃电起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性，这和孔子^0大规模讲学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历史发展却出乎孔子的意料之外，而且不是

他所愿意看到的。在他的心目中，白天子、睹侯、卿大夫、士这

样一个等级的社会和政治，“礼乐征伐白天子}}{”，自诸侯以下

都恭故听命，没有“犯上怍乱”的，这就是很理想的社会。在他

看。：，不仅周代是如此，复商二代基本上也屉如此，不过有些

“批谴"而已．不仪复商周是如此，周以后也不会有大变化。

他决末料到在他去匿以后不久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就发生急

剧变f匕，终于冒出来一个专制主义的统一的大帝国。从远方

ⅡIj jk浇，孔子的确是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这是无可讳言曲。

有人蜕扎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从上述这些看来．造

对扎J：来说恐怕是“不虞之誉”吧!

由于孔予i人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天F有道”的咒蔓璺

社会，F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就是“天下正遁”，

至于像耆国那样“陪臣执国命”，那简直是天下大乱了．这把

老夫丁真气坏了，他带着弟子们奔走于齐、卫，陈、蔡之间，箍

望在当H寸的诸侯或当权的卿大夫找到一个知音，能行其道，但

是由干他的政治主张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到处碰壁，在匡这

个地方被匡人包围，在陈、蔡二国绝粮，弄得没有饭吃。他慨

叹“吾道不行”，只好带着学生返回鲁国。打消他的救世主义，

专心整理ff』文献，教授生徒，以终余年。可惜他没存写下一部

著作，只有他的弟予和{|：l=传弟子们把他和弟予们的I'丌1荐和他

平时n0^。}仑．用语录体写卜-一部．名为t论语，。这部i_吾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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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的唯一的可信的根据，后人的书里讲

孔予的占论行事往往假托孔子发挥他们自己的主张，不能

轻信。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如体现在“仁纾字上的

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体现在“德”字上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

学。他又是一位大教育家。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先富后教、

“学而优则仕’’(意思是不学无术的人不能做官)等等的教育原

则，和“学而时习"，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方法等等都足从经

验中总结出来的优良的教育传统．这些东西不仅在当时是创

造性的，而且直到今日还是有用的。在这些方面都是大家所熟

习的，就不多说了。我想珏a的是孔子还是一位史学家，是我国

最早的历史绾纂学家．这点尚未引起一般孔子研究者的注意·

孔子教了很多学生，他数什幺fI岂?是只对学生讲些空洞

大道理吗?还是通过具体的教材来教呢?从t论语，里，我们

看到他对学生们好像只讲空洞大道理，实际上他是通过教学

生‘诗，、·书'、礼乐这些东西来进行教学的。这些东西都是从

前人那里继承下来当作教材使用的。他晚年在鲁国集中力量

把古代相传下来的文献加以整理，因此我们应当肯定他在整

理古代文献方面的贡献。孔子保存了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使

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认识我国占代灿烂的历史和文化，选正是

一个史学家应当作的头一件事。这是孔子第一件大功劳．

关干孔子整理古文献，有不少神活式的传蜕。据说t诗，

原有j千篇之多，t二B，(即《尚书。)也有三千多篇，被孔子删去

十分之九或更多，t诗'只尉下三百篇t令奉t诗经，共三O五



篇，其中五篇有目无诗)，t书，只留下百篇(伞本‘尚书，除伪古

文外只有二十八篇，据说这是秦始皇焚书的剩余)，这话是不

可信的。我们从古书上可以找到很多逸书，逸诗，这些宝贵的

文化遗产，孔子怎会把它们删掉呢。

‘尚书，是流传到令天的最早史书，它记载了从尧舜到秦

穆公的行事和言论，其中周书各篇除‘洪范，和t金朦，有问题

外，其它各篇大都可信为周初的东西，史料价值很高。至于虞

夏书都是后世人作的，商书的《盘庚'和t微子，虽非当时人的

记载，但是周初人的手笔，大致可信。我国从夏、商到周，历代

都有史官，相传有左迎、右史，左史记亩，右史记事，这个说法

不大可信。夏代史官及其记载，可惜文献无征，孔子早已表示慨

叹。殷人“有册有典”，册典二字像竹木简编起来的形状，也就

是史书。卜辞的贞人可能就是殷代的史官，他们不仅管王事的

占卜，而且在龟甲上作了记录。西周的史官有太史．内史，还有

一位很有名的史官，名叫史侠，一称作册佚(一作通)．作册也

是史官．‘尚书，就是各代史官所作的记录，可惜经秦火和晋永

嘉之乱大都散亡，只保留这一点刊现在．真是可比凤毛鳞角还

可贵了。至于齐粱间出世的古文《尚书11,是伪作的，可以不论．

自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孟子·膝文公

下))司马迁继之，说孔子“因史记作t春秋，，上自隐公，下至袁

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t史记·孔子

世家，)。后人一致说‘春秋)是孔子作的，特别是西汉的公羊

家和董仲舒等对c春秋'大加推崇，说孔子作t春秋，有“微言大

义"，每一个字都有褒贬的含义，甚至断狱都要以‘春秋’为根

l



据。叫千年来的懦者把t春秋捧到不恰当的高度。直到民国

建立以后才有人提出异}义，说z春秋，并4仁孔子所怍，这是我固

史学史或经学史上一大翻案。这个争论谁是谁非呢?

驻以为令阜《春秋)(按三传的经文有异同，c左传'的经

文比较正确)的底本是鲁国的史书，原名就叫《春秋’，(孟子

醚：“晋之t乘)、楚之c持机，，鲁之c春秋'一咀”。t孟子·离娄

一F，可为证)，司马辽说“因出}己作<春秋'’’，这也记是史书之

意。即括鲁国史书c春秋，。扎子用它来教学生，当然有他的

“义’’(孟子引孔子的话。“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见L引t孟

子，)，但这不能证明令本*巷秋，为孔子所作．我“、为孔子教

学生，基本上是用鲁电帕文，改动的地方不多。怎栉能证鹳基

本E是鲁史旧文?一个蛙刷显的证据就足原书有缺文，如桓

公l‘四年书“夏五”，庄公二十四年书“郭公升，一望r-『知是有缺

文，“夏五”下脱“月"字或下面更有其它记事。“郭公”之下‘

定育缺文，否贝Ⅱ文不成义。叉如桓公五年书“五年春正月，甲

戌、已丑、陈侯鲍卒。"I}l戍和己丑相隔十六口，一个人不能死

两次，而且相隔十六天，显然是荒谬的。t左传，的解释是“再

赴”．<公羊传，说陈侯鲍口¨f_1戌之日亡(死)，己丑之日死

(尸)1斫得，故以二日卒之也。”l谷粱传)说：“陈皎以甲戌之I_]

fIi．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lJ．敝举二日以包之也。”这三种说

法部是无稽之谈。其实这条经文在甲戍与己丑之问器明有缺

文，砬后人抄写时连在一起了，陈侯之死在五月己丑，甲戌记

的是另一回事，固残缺无从得知。孔子自己蜕过“吾犹及史之

缺文也”。(<论语·卫灵公，)正指出他见到骨缺文的鲁史。三

传特别是‘公羊，和‘谷梁，谈以为c春秋，为孔子手著，不会有



缺文，于是任意胡猜，甚奄歪曲经文．如把“郭公’’与．匕文“赤归

于曹"硬拉在一起，说赤大概就是朝；公，那么郭公毪谁，说“盖

失地之君也”。这真是废话。

春秋之初、隐、桓、闵诸公皆被弑而不书弑，只书薨。t公

苹传)角翠说，“春秋为尊贵讳，为亲者讳，为贤嚣讳”，认为这是

t春秋'大义之一。后世读‘春秋，的往往归咎F孔子，说这是

曲笔，这怎能使“乱臣贼子惧”呢?我以为这点又是孔子修‘春

秋'基本上用鲁史艄文的汪据。当时鲁嚣已经大权旁落，权臣

既然敢于弑君，当然更敢于杀电官，所以史官不敢豇书其事。

权臣弑史官是有倒子的。襄公二十五年经书“夏五月乙亥，齐

崔杼弑其君光”，‘左传，记其事，七鬯及其二弟因直书“崔杼弑

其君”皆被杀。鲁太史没有齐太史这个胆量，所以不敢书鲁公

被弑，这并不奇怪。孔子修‘春秋，只好仍用旧文。c公羊传}认

为‘春秋》每一个字都是孔子写的，都寓褒贬之义．于是妄生避

讳之说，后人误信之，并据以攻击孔子，真是冤战!

怎样知道t公羊传，所说避讳之说是冤枉了孔子呢?宦公

二乍经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据传弑晋灵公的是赵盾之弟

赵霸!，可是晋太史董瓤却书赵盾弑君。孔子说。“董狐古之良

史，忙法不隐。”孔子既然以“书法不隐’’称赞董狐④，就等于间

接批i平鲁太史的失职，怎会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诺，为贤

(D关于此事．有人只从表面哥问题，说明聊是赵穿越君，怎i苋是趔盾就君?

这是曲笔，怎说是直笔呢?其实这事不难理解，晋灵公无道，赵晒丝执

政七臣几放讳诤。夏公不听，反而要害他，所以赳盾与灵公矛盾很尢，这

和乜穿无美．赵穿秉赵盾出国拭了晋藏公，可能是出于趔盾授意．即夺

坷：楚授皇．至少是默许，选点瞒不过蓝掘，卷直书赵盾鼠君t正是直笔而

不量曲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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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讳圩的谬论，哪叫什么“大义"?孔子主张“直"的美德，在t论

语，里有很多记载，为了不把这问题搞得太复杂，就不细说了。

那幺‘春秋'到底算不算孔子修的呢?应当算。孔子的

‘春秋，虽说基本上以鲁史为底本，但也有所谓笔削之处，例如

t史记·孔子世家，所指出“吴楚之君称壬，‘春秋'贬之日子．

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春秋)讳之日“天王j守于河阳"。这是

很可能的．又t公羊传'庄公七年经书：“夏四月辛卯夜，恒星

不见，夜中星聊如雨’’，传说。“不修‘春秋，日：‘雨星不及地尺

蹰复’，君子修之日：‘星陨如雨’。”从这一一条来看好像在战国

时期公羊家大师们还看到鲁史原文，这恐怕不可能，因为他们

如看到鲁史原文，那么与t春秋，对比一下．就会发现缺文的存

在，不会产生上述那些谬解了。我以为这条不修t春秋，云云，

很可能是离孔子以后儒家师弟子口耳相传下来的，孔子对这

条加以文字改动，很有可能。因为“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这活

本不可解，改为“星陨如雨”就完全对了，这就是天文学家所说

的“流星雨"．由此可见，孔子修‘春秋，，对鲁史JIEl文有改动，但

不大。至于孟手所说，“乱臣赃子惧捧，从现存‘春秋'来看，在鲁

国以外，弑君的记载很多，如路四年书“卫州吁弑其君完一，桓

二年书“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珂。庄八年经书“齐无知

弑其君诸儿．’’庄十二年经书t“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收"。

此类记载甚多，当时备嗣都有记载，但不发表，臣民不能得见，

现在发表出来，对一些“乱臣贼子’’是会有影响的。孟子说。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赋予惧打，是不错的．

I

孔子的历史编撰学思想，除了主张直笔不隐之外，从‘论



语》巾还叮以看到一些很雨要的观点。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祀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

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圩(‘八佾’)这话表

明，孔子对于夏、殷之礼，虽能说一些，但没有证据，所以不敢

说。他重视文献，因为从文献中可找蓟证据。这点很重要，讲

历史随意夸夸其谈，却提不出证据来，是没有人相信的。孔子

这话是历史考据学思想的萌芽。

孔子说：“多闻阙疑”(t为政，)，逸话虽是对人行事说的．

对历史记载亦完全适用。古书或古文字有不认识的字或不懂

的史事，孔子主张缺疑，也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为政’)。强不知以为知．一定会产生错误。这也是史家写史

应当注意的事。

孔子对干历史的看法是这样，他说：“殷因干夏礼，所损益

可知也．周因子殷礼，所损益可知电，其点继周者，虽百世可知

也。”(<为政')这话的意思是，历史n勺发展，后代对前代的礼制、

文教等等，只有因革损益，就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变革，不会有

太大的改变。这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他看不到社会前进

的方向，因此他的政治主张趋向保守。他也知道历史有变化，

但不是前进的、而是后退的，所以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

变至干遭’’(t雍也')，他所谓道不外“道之以德；卉之以礼玎的

德济论。这种德治论陈义甚高，但不免太理想化，单纯的德治

屉不可能治国的。这点说明孔子思想的保守性。

周敬壬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这位七十三岁的教育

家、思想家，史学家去壮了。关于他的昆是非非，在他身后始

终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课题之一，二千多年来至今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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