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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传承，为中华典籍赓
续活力

2006年4月5日，点校本“二
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专
家论证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任
继愈、何兹全、冯其庸、蔡美彪、
徐苹芳、田余庆、白化文、傅璇
琮、程毅中、陈高华、安平秋、杨
牧之、陈祖武等著名专家学者聚集
一堂，讨论修订方案。因身体原因
没能到场的季羡林先生在书面发言
中饱含激情地说，中华书局决定立
项启动整理本“二十四史”的修订
工作满足了“我这个耄耋老人的愿
望”，“令人高兴”。

为何学者们如此重视这次修订
工程？这还要从50多年前说起。

1958年，国家设立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为小组办
事机构，被赋予专业整理出版古籍
的时代新使命。最为世人瞩目的，
无疑是从1958年至1978年，中华
书局组织全国专家学者整理出版的

“二十四史”及 《清史稿》 点校
本。让国史焕发新貌，既是时代呼
声，更是人民所需。点校本“二十
四史”及《清史稿》，历经20年，
集全国200余家单位两百多位顶尖
专家学者之力，终告完成。经标
点、校勘、分段，它超越了以往所
有版本，文字准确、校勘精良、眉
目清晰、版式美观，正式让大部头
古籍文献书籍从图书馆、博物馆的
馆藏之宝，走入千家万户，成为能
实实在在阅读利用之书。这套书被
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
性成果，有“国史标准本”之美
誉，对中华文化传承有着不可估量
的意义。

不过，点校本“二十四史”及
《清史稿》 的出版，虽成就巨大，
但受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在点
校编辑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程度的
遗憾。进入新世纪以后，史学研
究、考古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文
献资料的利用也更为充分，学术
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修订工作
变得日益迫切。时代需求与成熟
的时机合拍，2006年中华书局启
动点校本的修订工作，集合数十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从
2007 年开始，全面推动点校本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
程。2013年，《史记》修订本正式
出版发行，至2021年12月，修订
本 《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
史》《辽史》《魏书》《宋书》《南齐
书》《隋书》《金史》《梁书》《陈
书》先后出版，计11种。

出版优秀且精良的古籍整理和
学术著作，是中华书局的传统，也
是中华书局的安身立命之本，点校
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
工程，无疑是其“守正”最合适的
注脚，精选版本、精准校勘，古籍
整理精品的背后是多年的辛勤付
出。“齐梁陈”三书修订主持人、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景蜀慧去年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曾表示，10多
年来，修订组投入了大量时间和
心力，对修订内容反复讨论修
改，集思广益，前后几经易稿。
希望通过修订工作，为广大读者
提供古籍整理的精品，并推进这
一段历史的研究。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
籍工作的意见》，对完善工作体
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

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
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为深入推
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这
也将为古籍整理学术出版事业注
入强大动力。“我们要做高质量、
高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周
绚隆表示，书稿质量是中华书局
的重中之重，要对自己负责、对
社会负责，推出更多的古籍整理
精品，为中华典籍在新时代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

普及出新，让传统文化融
入当代生活

进入新世纪，人们对优秀传统
文化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的精神源泉。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精
华，得下大气力做好普及工作，如何
让文化典籍以更多更新更好的形式进
入寻常百姓家，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
素质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对出版业来
说，既是重大挑战，也是蕴含着创新
的机遇。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繁体直排的
古籍出版物专业性强，颇有望而生畏
的距离感，但他们阅读传统经典的需
求又十分强烈，需要与专业学者不一
样的图书形式与阅读路径。这也正是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转化的需求，
用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的话来说，

“出新”就是认认真真地满足市场要
求，让更多的读者来享受高水平的学
术文化成果。中华书局不断以整理古

籍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的精神，推出经
典文本的普及读物，周绚隆告诉记
者，“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
系列丛书（简称“三全本”）就是非
常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本普及读物，
通过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全本全注
全译的方式，使经典名著更能被大众
读者所接受。此外，“中华经典藏
书”“中华国学文库”“国民阅读经
典”“中华经典通识”“中华先贤传奇
人物故事汇”等系列图书的出版，引
领了经典阅读风尚，在弘扬和普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新的贡
献。同时，这也改变了中华书局图书
单纯高、精、尖而“曲高和寡”的局
面，形象焕然一新。

中华书局对自身出版传统文化精
品的定位，天然地回应了时代的要
求。近年来，策划出版了一大批质量

上乘、有社会影响力的精品图书，收
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如《中国古代
物质文化》《中国诗词大会》《故宫营
建六百年》《发现三星堆》《黄河与中
华文明》《百年革命家书》等。

“对于大众普及读物，我们要提
供对当代人精神世界建构、价值观培
养、审美意识丰富有关联、有帮助的
产品。”周绚隆希望通过图书出版，
让传统融入当代生活，成为当代人阅
读和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中华书局
还要不断创新理念，虽然传统文化是
中华书局的主要特色，但是不应只固
守于此，要与当代生活产生多方面的
联系，进一步拓展出版边际，如非虚
构写作等。

拥抱新技术，百年老字号
“潮”起来

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在
北京图书大厦，一座特别的公交站
牌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打卡，原来
这是中华书局读者开放日所设的

“陆费逵邀您上车”立牌打卡区。陆
费逵与4位读者的Q版人形立牌站在
公交站牌下，身后是流动贩书卡车，
充满了浓浓复古风，带领大家瞬间穿
越了时光回到过去。4位读者脸部留
空，供读者朋友们拍照打卡。有读
者表示，习惯了网购图书的自己，
已经好久没有逛过书店了，原来书
香四溢的实体书店能带来更加丰富、
更加触手可及的阅读感受。

一年一度的读者开放日，已经
成为中华书局与读者美丽的约会，
扶老携幼，同赴书香之约，是记者
经常看到的情景。而应接不暇的仪
式讲座、展示展览、数字化互动、
联动直播等更让人惊讶于这家“百
年老店”的“新潮”。在信息技术高
度发达的媒体融合时代，110岁的中
华书局不仅毫无老态，反而摇身一
变，成为“网红博主”“带货达人”
和“跨界玩家”……

创新意味着多种可能，自然也就
呈现出多种面目。近年来，中华书局
借助业界优质的数字出版平台，推出
各类电子书；推出系列中文古籍数据
库；谋划书局自己拥有知识产权的大
型数字出版资源库和学术出版平台。
2014年，“中华经典古籍库”发布，
通过多种平台进入图书馆、高校、研
究机构，乃至个人终端设备，数据库
持续更新，为读者提供越来越便利的
查询服务。足不出户、掌上指尖查古
籍，多少人曾经的梦想，如今变成了
现实，而且，体验日益提升，资源日
益丰富。“面对新技术的重重挑战，
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集中力量应对
数字化趋势，既实现了纸质图书与数
字化产品的齐头并进，更为出版业的
高质量发展积累了融合出版的宝贵经
验。”周绚隆说。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
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
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
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
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110年前
陆费逵先生的话语依然激荡人心。而

“创新向未来”，既是对百年精神的传
承，也是对百年后的前路期许。周绚
隆表示，对于中华书局来说，传承文
化、推动社会进步，是内在的精神动
力，也是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要坚持

“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
创新生活”的出版宗旨，紧密围绕党
和国家中心工作，积极探索发挥出版
在弘扬民族精神、增进价值认同、引
领社会风尚方面的作用。

中华书局110周年：

无负时代 守正出新
本报记者 谢颖

《官箴》是中国古代居官格言之类的著
作，共一卷，33条，作者为宋人吕本中。我国
古代最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认为，“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
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
其言千古不可易。”

吕本中(1084-1145)，寿州（今安徽寿
县）人，为宋代诗人、理学家。吕本中幼时聪
颖，得到曾祖吕公著的钟爱，16岁时因作诗
呕血而终身疾病缠身。宋徽宗政和、宣和年
间，官至济阴主簿、泰州士曹掾。吕本中生性
刚烈，不畏强权，敢于直言，因反对和议，遭秦
桧嫉恨，不久被罢免官职。他晚年深居讲学，
因先世为东莱人，故学者称之为“东莱先生”。

《官箴》首条开头就说：“当官之法，惟有
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意思是说，为官之
道，在于每天都要做到清廉、谨慎和勤政。毋
庸置疑，这句官场箴言即使在千年后的今天，
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说说“清”的内涵。“清”，冠于三事
之首，探讨原文，其内涵有三：

其一，确立了“清官”新的含义。《官箴》诞
生之前，“清”的内涵主要是“清议”，不涉及钱
财。《官箴》首次把“清”和“财”联系起来，要求
官员不要贪财，批评官员“临财当事，不能自
克”——在遇到钱财诱惑时，不能够克制欲
望，而是采取隐蔽手段收受贿赂，“自以为不
必败”，结局是“常至于败”。败露之后，又采
用各种手段试图掩盖，“役用权智，百端补
治”。《官箴》告诫说：“不若初不为之”，做一名
临财莫若廉的清官。这是《官箴》提出的新
命题。

其二，提出为官者要爱民。《官箴》第2条
提出“爱百姓如妻子”；第3条提出减轻百姓
负担，国家常规的赋税“不能免”，但尽量不要
额外增加百姓的负担，不能打着兴修地方工
程或者部门项目名号，摊派税外杂捐。

其三，清心省事为本。《官箴》第3条强调
“不与人争”财利，第12条明确提出“清心省
事为本”，勉励官员要“取之廉”，做一名廉洁
的官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官就不要发财，发
财就不要当官。清正廉洁是为官者不可逾越
的底线，这和古人“为官要清”的官箴可谓一
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更应
该牢记党的宗旨，自觉做到清正廉洁，以实际
行动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树立党员干部的良
好形象。

其次，再看“慎”的内涵。《官箴》所谓的
“慎”，有几层含义：

第一，对官场要谨慎。《官箴》第7条说：
“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尤其要提防
别有用心、心怀叵测的人，要“防中伤，不可不
至慎”。吕本中和秦桧同朝为官，目睹岳飞一
门被“莫须有”罪名陷害至死，所以吕本中说，

“道不同不相与谋”，官员尤应谨慎。
第二，对嗜利要谨慎。第13条提出：“后

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他提醒年
轻官员，不要贪图小利，“作官嗜利，所得甚
少”，授人以柄，受制于猾吏股掌，最后丢掉前
程，“良可惜也”！

第三，要谨小慎微。第17条提出“慎于
小”，即谨慎身边、手头的小事情。第21条还
列举了一件关于报销出差路费的小事，说有
人虚假报账，冒领“佣钱”“船家钱”，这样做很
不值得，“所得至微，所丧多矣”。《官箴》认为
官员只有从小事情做起，“则人事毕”，正所谓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第四，既要“慎始”，又要“自慎”。第28

条针对官场造假成风问题，指出：“涂擦文书，
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
主张“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
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严格自律，管好自
己，守身如玉，才是“不易之道”。

常言道，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
不为。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是一种良好的修
为。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慎于交友慎于处
事。为官者必须从小事小节上加强约束、规
范自己，多积尺寸之功，慎重对待交往，努力
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纵观不少身陷囹
圄的领导干部，在狱中忏悔时，往往提到最
多的是自己当初为官时都能做到清正廉洁，

但随着时间推移，由于交友不慎，自我把持
不严，渐渐迷失自我。

最后，谈谈“勤”的内涵。
第一，勤于“尽心”。《官箴》第 10 条专

门讲述了北宋仁宗时期京西转运使“尽心
职事”的故事，说这位转运使在巡视窑场
时，查问监窑官：“日所烧柴凡几灶？”对曰：

“十八九灶。”问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
也？”监窑官答不上话。原来这位转运使早
晨起来时，看了窑中出了几道烟，就默记下
来，这就是勤于用心、用脑的表现。第 11
条还记述了宋代官场上一句流行语：“吏人
不怕严，只怕读。”说“当官者详读公案，则
情伪自见，不待严明也”，详读公案，就是勤
勉、用心。

第二，勤于“任事”。第 32 条对“无任
事”的官员进行了批评，指出“不作为”的官
员懒政怠政，遇事互相推诿，不肯担当。第
9 条在批评玩忽职守的官员时说：“小人之
性，专务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
《官箴》告诫“当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
治”，应该勤于任事，“处官事如家事”，不可
身在曹营心在汉。

第三，勤于“勿辞”。第 8 条告诫“当官
者难事勿辞”，遇到难事、苦事，应当不躲避、
不绕开，要“勤”于职守。第5条还讲了一名
县尉办案的故事，“每遇检尸，虽盛暑，亦先
饮少酒，捉鼻亲视。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
秽，使人横死，无所申诉也。”这位县尉能够
坚持亲临现场，不避“臭秽”，减少误判和错
判，表现了勤于职守的态度和风格。

勤政与廉政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
整体。勤于政事是一种良好作风。“能否干
干净净干事，是每一位领导干部经常面临的
重大考验”，这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
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身为党员领导
干部，如果不勤于政事，那么就离贪腐堕落
不远了。这就要求为官者要有强烈的事业
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为工作尽心尽力、尽职
尽责、忘我奉献，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鞠躬尽瘁。

吕本中的《官箴》，除了具有官员“手册”
的实践意义，更加具有文化意义。33条格
言，语言质朴，采集历代官员廉洁、慎微、勤政
的事迹、名言，打动了官员，也打动了普通人，
从此人们接受了“清官”的概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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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
未来”报告中文版发布仪式在京举办。教育
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主任田学军表示，“教育的未来”报告凝
聚全球利益攸关方的集体智慧，从多个维度
探讨了未来教育的发展与重塑教育的可能方

向，提出了行动建议，对全球教育变革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本次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
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教育科学出
版社承办。

（张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报告中文版在京发布

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年仅26岁的陆费逵创
办了中华书局。

2022年1月1日，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中华书
局灿然书屋重新开业，在迎接新老读者的同时，共庆
中华书局110周年华诞。

从通过书刊出版开启民智，到打造代表新中国古
籍整理最高水平的历代典籍权威版本，为学术文化发
展贡献力量……走过110周年，中华书局郑重宣布自
己的局庆口号——“创新向未来”。

在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周绚隆看来，创始人陆费逵
先生在时代浪潮中敢于奋进，勇于创新，做出了无负于
时代的业绩，从此，“守正出新”就成为历代中华书局人
的基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对于以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中华书局，这既是千载难逢
的机遇，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围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书局与时俱进，勇
于创新，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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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中华书局合影。姓名标注为启功先生亲笔。

▲点校本“二十
四史”修订本（11种）

◀ 今 年 中 华 书
局读者开放日所设的

“陆费逵邀您上车”立
牌打卡区

▶中华经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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