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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钱基博(1887一1957) ，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著名学

者、教育家。

钱氏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起即读《四书五经>>，十五岁时读《资治

通鉴》、《续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

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钱氏在思想上基本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这一根本理路，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自撰门径，同时亦以

此为驾驭新知识、新学问的一种方法。

辛亥革命兴，钱氏曾在军政府中任职，但其一生的事业主要还是

在于教育。钱氏自十九岁始任家庭教师，二十六岁任无锡第一小学

教员，二十九岁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教员，此后更历任上海圣约翰大

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固立师范

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最后以华中师范学院教职工的身份

去世，钱氏一生可说是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教育者的身份，

使得钱氏在秉持和改造传统学术理念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传统学问

的传播和普及。从三十多岁时出版的《语体文范》到四十多岁时出版

的《国学文选类事》、《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等一系列著作.钱氏

在学术上的所作所为均有推广和规范传统学问的意旨。在研究传统

学问的同时，又力图使其成为普通知识人的日常所需，这构成了钱氏

治学的另一特色，而这种特色又反过来使得钱氏的著作成了普通读

者迈进国学门槛的绝佳指引。

钱氏一生著述甚多，((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中

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文心雕龙校读记》、《读庄子天F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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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志

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等均可看作其在学

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钱基博著作集))，以收录钱氏有代

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同时选收具有学术意义的代表性论文。其中

《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

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基解题及其读法》五种

合为一编，名为《国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

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以简体横排，同时对原书所用的不

符合现代习惯的标点符号进行了处理。对于原来存在较大问题的

书，如《文心雕龙校读记))，由于原书夹注中并无点断，几至无法阅读，

则重新进行了校点。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均进行了核校，除去一

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宇径改之外，对原书文字的改动均用页

下注的形式标明，以存原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

字等，则不行简化，皆保持原样。钱氏的著作是普通读者学习国学很

好的人门途径，相信我们的工作将会对广大读者大有梅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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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日常

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然余读苏轼《潮州韩

文公庙碑 ìì ， 谓:

东汉以来，道丧文敞，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

房、杜、姚、宋而不能掉。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靡之，天下靡

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

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方暑年肆诵及此，何尝不怕慕愈为人，低徊往复，伟其议论文章。

既而齿差长，闻见稍广。读唐宋人杂记，其中有涉愈者，微言讽刺，不

少概见，而知言行之震，相符实难，而愈之过不彰。又读陈子昂、元

结、独孤及、萧颖士、李华诸家文，上承齐、梁浮靡之习，始涌除繁滥，

矫以疏朴。而《旧唐书·愈传》亦言: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

独孤及、梁肃最称溯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

振于一代。

盖独孤诸公之于愈，如陈涉、项羽之启汉高焉!而知文章之变，其渐

有自。而愈之名独盛，诚窃叹知人论世之难。孟子有言"颂其诗，读

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盖慎之也。因就睹记所及，自

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碑官野记之属，其有片

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

杂据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校印。



韩愈志

趣，成为是志，凡六篇:曰《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 ((韩

愈供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而殿以《韩

文擂讨集》第六。独抒心裁，尤自得意。庶几尽古文之流变，明韩氏

之功罪。然韩氏不云乎"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割袭。"而吾

是志，所自得意者，诚非己出之难，而辖裁之难。会稽章实斋言: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

已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

征，且不信于后也!

此明文史之所以异。而吾志，则史之流也。尝读《太史公书》点窜内、

外《传》、《战国策》诸书，遂如己出。班氏袭用《史记))，微有增损，而截

然为两家。斯如制药冶金，随其熔范，形依手变，性与物从，神明变

化，何嫌剿袭!泾县包慎伯自诩所作《谷阿西传))，采录其奏议三篇，

以文笔芜靡不及其意，而一加润色，又恐与国史互异，致启后人之疑，

故止为之删削移动，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曾改易一字，醇茂痛

快，顿可诵i卖。既与原文殊观，又不乱以己意。未尝不有味乎其言。

仆驾劣不文，无能为役，而辖裁成书，别出机抒，文词尽非己出，神明

依然故吾。昔贤可作，慌不以11袭为讥乎!

自宋有吕大防《文公集年谱》一卷，程俱《韩文公历官纪》一卷，洪

兴祖《韩子年谱》五卷，金堂樊汝霖因之成《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

其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曰《韩文公志》五卷，青田方路卿增考

洪兴祖《谱))，且撰《举正》以考其同异，凡十卷。诸家之书具在，独供

樊汝霖《志》及《年谱注》。而留耕王氏伯大悴剑南时，取樊氏《志》及

《年谱注))，与《洪氏兴祖年谱辨证》参附正集本文之下，辄亦得窥崖

略。斯以考韩愈之行实者备矣!而重有待于吾之一志者。诚以诸家

之于韩愈，如孔颖达之疏《五经))，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炸违，曲

相弥缝，((春秋》为贤者讳之义也。而吾之志愈，美恶不掩，直道而行，

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顾或者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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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

神之与怪，尼父不语。而吾子载笔，乃云:东阿梦托，仲卿序

其文。金甲降神，愈愿从之讨。弄玉不死，重嫁于下贤。神君迁

都，属记有长吉。凡此之类，事出不经，儒者所羞道，而言之无

忡，徒长巫风，无禅监戒。

是诚不然!窃谓鬼神德盛，著称《中庸)) 0 ((明鬼》有篇，亦见《墨

子》。一切心造，何幻不真。在我尽斥曰迷信，古人自征其实有。使

必执我之所不悦，而武断古人之所遇，摸绝之而不书，宁所以昭实录。

所以《左氏春秋》不废神鬼，亦以典籍攸征，未可以意废削。语曰"与

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仍其旧录，按而不断，其信其否，付之读

者。匪云神道设教之义，庶几史家传疑之旨。日信其有，匪我思存

也!或又谓:

房乔《晋书))，侈陈琐闻，比于小说，鄙俗所毫。君子讥之，谓

未识大也。吾子旁掂禅官，好为诡诞，宁曰文人之好奇，无乃诠

讥于不贤软?

则又不然!伊古人物，喊否何常。大节攸关，庸存矫饰。性情所

系，或验细端。学书学剑，己舰项王之雄。负我负人，足征阿瞒之悖。

昔在《顾虎头》图写特妙，而为裴楷象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

乃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耳。"绘事如此，文亦有然。於戏!此碑

官识小所以不废，而君子观人必于其微也!然而援引所及，必明据

依。采掠攸存，不废伪托。子厚《龙城》之录，刘斧《青琐》之议，虽论

者斥其驾名，而宋贤已见援据，亦征传说之有白，而采茹菲所不弃焉!

昔孔子论史记旧闻而次《春秋))，约其辞文，鲁君子左丘明惧学者

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著二百四十年本末，

成《左氏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篡其别说，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

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信圣人之羽翩，而述

者之冠冕也!仆篡《韩愈志》既卒篇，重采唐、宋、元、明、清人文集、札

记之论文及于韩愈者，成《附录))，曰序之属、跋之属、考论之属、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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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杂记之属，别写为目，部居类次，以资参考。其中髓订板本，参证

行事，取与吾志之言相为经纬，以拾遗补阙，明→家之学，如左氏《春

秋》之有外传焉!於戏，会稽章实斋氏不云乎:

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

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

余故备集睹记，不惮烦琐，利钝毕著，义蕴究宣矣!

昔裴7R相《与皇甫提书》论唐中叶以前文家，而于韩愈独致贬词。

又《寄李翻书》曰:

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碟裂章句、廉

废声韵也。昌黎韩愈，恃其捷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

为戏，可矣乎!

而愈之名作，莫如《淮西》一碑，然柳宗元驳之曰:

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

父俯子"0 <<韩碑》兼有冒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

又以碑文归美裴相，时论不平。宪宗磨之以命段文昌。而与愈

并世，文章有名者，则有裴相、段文昌、权德舆、元模、刘禹锡之流，上

承燕、许，力摹汉京，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单字复谊，杂厕相间，其

势不如愈雄。而好整以暇，别饶风致。故知愈在当日，未能俯视群流

也!徒从日盛，遂称宗师。而明之何大复，乃曰"古文之法亡于韩。"

誉者不免溢量，词者亦未为尤。平情而论，近推余杭章炳麟氏。其

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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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更丧乱久，文章衰息，浸己组于江左，魏收、邢子才刻意

尚文，以任沈为大师，终不近。会江左文体亦变。徐陵通聘，而

王褒、庚信北陷，北人承其萤色，其质素丑，外自文以妖冶，貌益

不衷。陵夷至于唐世，常文蒙杂，而短书蝶慢，中间亦数改化，稍

稍复古，以有韩柳，自任虽夸，顾其意岂诚薄齐、梁耶!有所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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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庚，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轶丽，而只党莽不就报章，欲

因素功以为绚乎?自知虽规陆机、摹傅亮，终已不能得其什一，

故便旋以趋彼耳! (((与人论文书)) ) 

则是韩愈善用北人之所长也。炳麟又曰:

北方流势本拥肿也，削而窘之，大分不出后汉。碑诛尤近。

( ((与人论文书)) ) 

退之石刻转益瑰怒。而宋世效韩氏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

辞，欧阳永叔得其势。((( (天放楼文言〉序)) ) 

则是韩愈不废东京之造辞也。独抒伟议，抉发利病，信足以破门户之

拘墟，而阐韩文之间奥。徒以造论有主，不为韩发，采捕所及，遂从盖

阙。摄其绪论，以当拾遗云尔!中华人民造国之十八年二月十四日

元锡钱基博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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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渊源篇第一

古文者，自韩愈厌弃魏晋六朝骄佩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

从而名焉者也。曾国藩《求阙斋经史百家杂钞·序目》曰"溯古文所以立名

之始，乃由摒弃六朝骄俑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吴敏树《与保岑论文派书》

曰"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于古，始有此名。"东汉

而还，文章日趋于缉绩。魏之三祖武帝、文帝、明帝。更尚文辞。忽君

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竟骋文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

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隋书·李诗传))((请革文华书》。气无奇类，

文乏异采.((文心雕龙·丽辞篇》。而跨略旧规，驰莺新作.((文心雕龙·风

骨篇》。综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绢，终

致迂囚，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育之病。典正可采，酷

不人情，此体之源出谢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

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

事例，全失精彩!此则傅咸《五经)).应琼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

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

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南齐书·文学传论》。清辞巧制，止

乎桂席之间;雕琢曼藻，思极闺阁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

纷，号为宫体。《隋书·经籍志L "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

非止乎礼义。"裴子野所为极讥以发《雕虫论》者也。有矫刘础，员在起

孤寒，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霹而喜曰:

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软!自生人以来，未有如

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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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

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焕炳，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

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

绣辈忧，离本弥甚，将遂地滥。(((文心雕龙·序志>> ) 

于是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而冠以《原道》、《征圣》、《宗

经》①三篇。自谓:

8 

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文心雕龙·序志>> ) 

而圣文之雅丽，精理以为文，秀气而成采，固衔华而佩实者

也。(((文心雕龙·征圣)))

《楚辞》者，体慢于三代，风雅于战国，所贵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也。(((文心雕龙·辨骚>> )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文心雕龙·

明诗>> )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

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淫荡，辞不

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文心雕龙·乐府>> ) 

至于赋者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文虽新而有质，色虽

棵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侍，蔑弃其本，虽读千赋，

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腆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

氏所以追悔于雕虫，治悄于雾最者也! (((文心雕龙·诠赋>> ) 

又以:

悟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ο 若丰藻克瞻，风

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文心雕龙·风骨)) ) 

碌碌丽辞，昏睡耳目。何者?气无奇类，文乏异彩故也。

( ((文心雕龙·丽辞)) ) 

① 《征圣》、《宗经))，原作"((宗圣》、《征经))"，据《文心雕龙》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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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

而艳，魏晋浅而绪，宋初 ift 而新。从质及说，弥近弥灌。何则?

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矫地翻浅，还宗经浩。(((文心雕龙·

通变)) ) 

而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斡驮! (((文心雕龙·

宗经)) ) 

其大指归于振经话以持雕藻，探理道而眨文华;侥树八家古文之典

则，而扫六朝俩体之挥芜者乎!特其文章好为偶对，耕四俑六，足于

徐、庚外自树一帜。徐陵长书记而善言事，庚信工碑版而擅铺叙。而

~抉文心，则善议论而工析理。文章为伽体之独绝，而议论则以裁耕

辞之浮滥。文胜则质，人同此心，凡在有识，咸共切论。梁简文帝与

湘东王论文书，有曰:

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比

见京师文体，懦钝①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

独裴子野事梁武帝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制多法古，与今文体

异。《南史·裴松之传》。而今文之体于是厌。然江左宫商发越，犹贵

清绢，而?可朔词义贞刚，独重气质。《隋书·文学传序》。宇文代魏，创

业文帝，颇欲有革于浮华。于是苏绰倡言古文。因魏帝祭庙，群臣毕

至，乃受文帝命，为《大浩>>，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

书·苏绰传》。而古文之称自此始。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批魏

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及至王褒、庚信南国之秀，振藻北来，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

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于是朝廷之人、闺阁之士，莫

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肯岱， J 11 流之宗溟渤也。《周

书·王褒、皮信传论》。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言古文者，谓王、

① 钝，原作"纯"，据《梁书》卷四十九《庚於陵传》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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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为今文，而柳斟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 0 <<周

书·柳抖传》。流岩忘反，无所取裁。格以延陵之昕，盖亦亡国之音

也!周样不永，隋有天下。文帝初统万机，每念断雕为朴。开皇四

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洒州剌史司马幼之文

表华艳，付所司治罪。发号施令，咸桂①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

丽。治书侍御史李诲上书请革文华，言之刻骨。《隋书·李诗传》并《文

学传序》。然而诵需所为，辞沿{丽体，自今观之，犹吾大夫，则甚矣其围

于习也。隋禄永终，乃集景命于唐。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

风，缉句绘章，揣合低印。故王、杨为之伯，王勃、杨炯。如丽服舰妆、

燕歌赵舞，虽琦丽盈前，而殊乏风骨!及玄宗好经术，君臣稍厌雕琢，

索理致，崇雅黠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燕园公张说、许国公苏额。

1皮澜畅矣!然耕(丽犹存。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暗暗道

真，涵咏圣涯。于是萧颖士、李华始奋起崇尚古文，贾至、独孤及、梁

肃相与为之左右，而集其成于韩愈。然则导韩愈之前茅，而开古文之

革路者，必以萧颖士、李华诸人为权舆也!唐之文章，至是盖再变矣!

《唐书·文艺传序》。→变于张说、苏颐，再变为萧颖士、李华。

萧颖士，宇茂挺，兰陵人。梁鄙阳王七世孙。敏悟凤成，四岁，属

文;十岁，补太学生。梦有人授纸百番，开之，皆是绣花;又梦裁锦;因

此文思大进。冯费《云仙散录HI<(文笔襟喉》。现书，一览即诵。通百家

谱系书搞学。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对策第一，父更以百主抵罪。颖

士往诉于府佐张'惟一。惟一曰"曼有佳儿，吾以是获谴不憾。"乃平

有之。天宝初，颖士补秘书正字，于时，裴耀卿、席豫、张均、宋遥、韦

述皆先进，器其材，与钩礼，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遗书赵、卫间，淹

久不报，为有司劫免，留客棋阳。于是尹徽、王恒、卢异、卢士式、贾

臣、赵匡、阎士和、柳并等皆执弟子礼，以次授业，号萧夫子。召为集

① 桂，原作..法"据文意改。《隋书·李诗传》作"弃绝华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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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方父丧不诣。林甫尝至故人舍邀

颖士。颖士前往，哭门内以待。林甫不得己前吊，乃去，怒其不下己，

调广陵参军事。颖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樱桃树赋))((唐书·文艺传中》。

曰"摧无庸之琐质，因本枝而自庇。泊枝干而非据，专庙廷之右地，

虽先寝而或荐，岂和羹之正味。"((旧房书·文苑传下)) 0 ((唐书·文艺传》

"因"作"蒙"，又元"泊枝干而非据"二句，又末句"岂"作"非 "0 ((常州先哲丛书》主IJ

钱唐丁氏钞《萧茂挺文集))，"因"作"蒙"，"消枝干"作"汩群林"，"或"作"式"。以

讥林甫。又曰"每俯临乎萧墙，奸回得而肆志。"((萧茂挺文集))"肆，忘"作

"窥视飞盖谓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后果阶安禄山之乱。克公式《郡斋读

书志》。既之官广陵，会母丧免，((唐书·文艺传中)) 0 (( 1日唐书·文苑传》曰

"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见。时颖士寓居广陵母丧， t!p缘麻而诣京师，径

渴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远见绿麻，大恶之，即令斥去，颖士大忿，乃为

《伐樱桃赋))"云云。似颖士居广陵母丧在得罪林甫之前，与《唐书》不同，当以

《唐书》为正。流播吴越，尝谓:

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

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

乃起汉元年i乞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贵

崩曰"司马昭就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又自以

梁枝孙，而宣帝逆取顺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纪。昔曲沃篡晋，而文公

为五伯，仲尼弗贬也。乃黝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

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者，僧辩裔孙，撰《永宁公辅梁书))，黯陈不帝。

颖士佐之，亦著《梁萧史i普)) ，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

云。史官韦述荐颖士自代，召诣史馆待制。颖士乘诣京师;而林甫方

威福自擅，颖士遂不屈，愈见疾。俄免官，往来鄂、杜间，林甫死，更调

河南府参军事。

倭国遣使人朝，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者"。中书舍人张渐

等谏不可而止。安禄山宠怠。颖士语柳并曰"胡人负宠而骄，乱不

久矣!东都其先陷乎?"即托疾游太室山。己而禄山反，颖士往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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