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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何再次修订国史
■ 对话动机

被誉为五千年“国史”的“二十四史”及
《清史稿》，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点校本，
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
版项目，但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学术等客
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
不足和缺憾。

2005 年，中华书局着手点校本“二十四
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准备工作。今年7月11
日，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预计
2015年全部完成。此次为什么要修订？如何
修订？本报对话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

■ 对话人物
徐俊 中华书局总编辑、点校本“二十四

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为何重修国史？
“存有缺憾，阅读不便”

记者：为什么要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和
《清史稿》进行修订？

徐俊：先要了解的是，宋元以来历代都有
整理刊印正史的传统，形成不同时期的通行版
本，如宋代通行的“十七史”、明代通行的“二十
一史”，清乾隆时期整理刊刻武英殿本“二十四
史”。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百
衲本“二十四史”，是近代最通行版本。

记者：历次校刻，重点都是什么地方？
徐俊：重点是文字校订和勘误，也有些是

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如清朝的殿本前后两次
校刻，就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进行较多改动，此
外，《明史》殿本与库本差异甚大，《元史》乾隆
殿本与道光殿本也多有不同。

记者：最近一次整理是什么时候？
徐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指示下，中

华书局组织实施“二十四史”的整理，形成第
一部有完整标点校勘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

《清史稿》，“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
请了下来，成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整
理工作从1958年到1978年，经历了20年。

记者：但点校本出齐刚过去三十年，如今
为什么又要修订？

徐俊：这主要由于受当时政治、学术等客
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
足和缺憾，给读者利用带来不便。

存有哪些缺憾？
“二十四史，体例不一”

记者：能否详细解释点校本“二十四史”
及《清史稿》的不足和缺憾在哪里？

徐俊：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
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
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
史”。1958 年，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
标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

国志》)，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随即在中华书
局组织下，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由于时间比较紧，导致“前四史”的整理
方式、体例都不一样。最后只有《史记》赶在
1959 年国庆前夕出版，其他三种直到 1965 年
才陆续完成。

记者：其他各史什么时候整理出版的？
徐俊：在整理“前四史”的时候，其余二十

史的整理工作也陆续展开，由于参加点校的学
者分散在全国各地，时间难以保证，1963年，中
宣部发文将各地点校者全部借调到中华书
局。那一段没有太多政治干扰，后来行之有效
的工作方式和点校体例，在这一时段基本得以
确立。1966年，“文革”爆发，整理工作停滞。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
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但由于政
治干扰严重，随着戚本禹的垮台，点校班子自
然解体。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重新上马。《清史
稿》的点校，虽然1958年就提出了，但真正开始
是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恢复后的事情。

1977 年底《清史稿》和《宋史》相继付型，
次年初出版，点校工作完成。

记者：其他各史也存在体例不统一的问
题吗？

徐俊：也有，整理工作历时 20 年，前后三
个时段工作方式、校勘标准都略有差异。

为何存有缺憾？
政治风气影响标点符号

记者：“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风气对点

校工作是否有影响？
徐俊：这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学术

界提倡“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具体到点
校工作，要求尽量简洁，因此学者们做的很多
校勘、考证工作并没有能够在校勘记中充分
体现，某种意义上说，点校本并不能全部反映
当年工作的实际水准。

记者：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
徐俊：在力求简单的思想指导下，有几部

史都没有采用底本校勘的方式。
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

这就要求我们整理时首先要确定一个好的底
本。但点校本中部分史书采取了“不主一本，
择善而从”的做法，也就是不用某本作为校勘
底本，而是多本合校，觉得哪个本子文字好就
直接采用哪个，不出校说明。

这是受质疑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次修订
我们要求每部史都必须确定好的底本，彻底
解决“不主一本”的问题。

记者：政治风气有没有给内容方面带来
什么影响？

徐俊：政治风气对点校本内容的实质性
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政治对点校工作影
响最大的时期，是 1967 年的短暂恢复阶段。
那个时段，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强调
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认为“凡是美化
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
句，不应用感叹号”，如《明史》里这样的一段
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
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
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记者：这些都是时代观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仅是标点，在分段提行的

问题上也讲阶级斗争观点，按照体例应该按
年月来划分的，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
民起义，当时就要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如
涉及陈胜、吴广、黄巢等人的内容都进行分段
提行。现在的点校本《三国志》、《陈书》、《周
书》，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文革”期间，1967
年短暂恢复阶段的做法，但这个时段的点校
工作，没有形成有价值的成果，所以在现在通
行的点校本中没有留下明显痕迹。

重修国史各方态度？
专家呼吁，温家宝批示

记者：学术界是怎么看待点校本“二十四
史”和《清史稿》的这些瑕疵的？

徐俊：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有不断讨论
的札记文章，甚至有的还写出
了专书。

记者：这次提出修订经历
了什么过程？

徐俊：作为点校本的组织
实施单位，中华书局一直关注
这些意见，也觉得应该趁当年
参加点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
中华书局参加过点校的一些
老编辑都还健在，能够起到承
上启下的作用的时候，尽快组
织修订。

记者：做了哪些准备？
徐俊：2005 年 ，我 们 对

1958 年到 1978 年点校本整理

过程中的全部档案进行了清理，同时组织专
人从编辑角度研究每史都存在哪些问题，形
成了调研报告。

记者：调研报告都提交给哪些部门？
徐俊：调研报告呈送出版主管部门，我们

广泛听取意见，还向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季羡
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四位老先生作了

汇报，修订工程开始后，任继愈先生担任总修
纂，另外三位先生担任学术顾问。

记者：老先生们的呼吁有作用吗？
徐俊：在他们呼吁下，2005 年 11 月，温家

宝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分别对修订工作做
了重要批示，修订工程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专
项资金支持。

修史力量水准如何？
修史水平位于最前沿

记者：这次修订有多少人参加？
徐俊：这次共有 200 多名学者参加，大多

来自高校，也有来自科研机构、文博系统。
每部史都确定一个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
记者：你觉得现在这些主持人的学术水

平与以前的学者相比如何？
徐俊：目前各史主持人都是各断代史和

专书研究的权威学者，这支队伍代表了断代
史和基础文献整理的最前沿水平。

记者：这次修订与三十年前比较，社会和
学术环境有什么变化？

徐俊：因时代变迁，学术风气变化很明
显，如现在的学术考评重论文、论著，轻典籍
整理，对包括修订工程在内的古籍整理工作，
都有不利的一面，导致参与者难以全身心投
入到修订工作上。

记者：与上次相比，现在研究有哪些有利
条件？

徐俊：30 年来，在文献研究的深入、善本
和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献、简牍，
以及检索技术的进步，都对修史有益。

记者：对目前修订的阶段成果，你怎么评价？
徐俊：已通过评审的各史样稿普遍受

到 肯 定 ，我 个 人 对 新 的 升 级 版 本 有 充 分
信心。 据《新京报》

泥石流再袭敲响生态警钟
8月7日晚至8日凌晨，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强降雨
引发泥石流灾害。目前灾害已导致
100多人遇难，1000多人失踪。

泥石流涌入县城已非首次，三
年前多股泥石流就曾直灌陕西佛
坪县城各居民小区、校园和街道，
洪水和淤泥深达1米多，大量房屋
被冲毁。泥石流这样的灾害居然
对城市构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出乎
人们意料。虽然，这是因为降雨量
之大及密集程度历所罕见，致使山
洪暴发，但从某个角度说，泥石流
涌入县城仍算是比较偶然的事件，
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应该引起全社
会的思考。

显然，现在的生态体系，已经
越来越脆弱，同样的异常天气，演
变成灾难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大，甚
至不可避免，而其原因值得反思。
固然，降水过大、过于集中诱发了
泥石流，但山体稳定性降低，则是
因为植被破坏，实际上，不注重植
被保护，反而乱砍滥伐，已经是各
地泥石流频发的主要因素。

其实，大自然早已一次又一次
地警告我们，可持续的发展只能依
赖于自然的承受能力，大自然不可
能无休止地满足我们的需求，任何

的索取，都要付出代价，乃至无法
弥补的代价。而且，不要以为身居
城市，或者以为与地理气候条件恶
劣的地区相距遥远，就不必直接承
受灾难，这是十分幼稚和天真的想
法。如果说泥石流涌入县城，是因
为山洪就出现在周边，那么，全球
气候异常引发的灾难，已不分此地
彼地。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已是
每一个地区必须面对的现实。

比起沙漠化的威胁，沙尘暴的
肆虐，更让人担忧的是其多米诺骨
牌效应，也因此，“决不能让民勤成
为第二个罗布泊”，成为温总理“最
牵挂甘肃的四件事”中的第一件，因
为，民勤仅剩5.5%的绿洲，其存亡关
系河西走廊的安危，而河西不保，必
将危及全国。这就是说，即使和民
勤相隔遥远，但不久的将来，我们同
样可能像纷纷弃家园出走的民勤移
民那样，沦为“生态难民”！

泥石流涌入县城再次敲响警
钟，《2012》虽是虚构，但生态恶化，
却已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
关的严峻现实。当环境危机如此
迫近，且不分边界，切实治理和保
护好身边这个家园，对于每个人，
都不应只是一句空洞的、至今仍为
很多人漠然的口号。 钱夙伟

据媒体报道，在银监会近日口头要求京沪深杭
暂停第三套房贷后，北京少数对第三套房贷“网开一
面”的银行目前已全部叫停这一业务。银监会口头
通知各银行在京沪深杭等地停止第三套房贷，在楼
市调控的关键时刻，此举意义深远。

7月，主要城市住宅销量环比明显增加，但房价
仍未有实质性的松动。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月
报，京、沪、津、深、杭五个一线城市7月住宅成交面积
分别环比上升 32.26%、21.60%、24.68%、-6.78%和
66.69%，而价格分别上涨 -6.24%、-0.56%、6.79%、
7.07%和-5.50%，其中天津还创了历史新高。住宅市
场似乎又有量价齐升的势头。

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高房
价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一味西药，虽然能明显推动
行业的发展，有利于地方土地收入的增长，但也有
明显的副作用。在高房价之下，居民预期的购房支
出增加，必然压缩其他消费支出，成为中国内需不
振的重要原因。同时，高房价事实上也成为中国推

动城市化的主要障碍。在
城市居民都难以实现住房
梦的情况下，农民工更没
有可能在城市安家。如果
说前十年高房价有利于中

国经济以更快速度增长的话，那么在投资与出口未
来难以继续高增长的情况下，高房价反而不利于中
国经济较快增长。因此，在主要城市住宅销量反弹
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停止部分城市三套房贷的政
策来抑制可能出现的房价反弹。

房价过快上涨，对经济的增长并无直接的推动
力，反而将加剧贫富差距。不仅如此，早期通过银
行房贷大量购房的炒房人，最终将房产出售给中低
收入居民，高房价还成为“劫贫济富”的工具。如果
一概停止二套房或三套房贷款，又将“错杀”改善型
住房需求。而在绝对房价高、涨幅大的部分一线城
市停止三套房贷，就能部分抑制投资需求对住宅市
场的冲击。

今年的楼市调控是历来最严厉的。从前期多个
部委针对放松调控言论发出的“坚持调控政策不变”
表态，到目前停止部分城市三套房贷的政策来看，房
价持续上涨的基础已被动摇，地方政府、开发商、银
行、居民都应以新的眼光看待住宅市场。 李冰

郭德纲出事 还因心底缺少敬畏
若要搞一个近期最“杯具”人物排行榜,

德云社班主郭德纲稳坐头把交椅。先是各大
媒体密集火力的轮番炮轰,紧接着是两位得
意门生在敏感时期“背叛师门”宣布退出德云
社,其官网上公布自9日起将停止所有小剧场
演出,内部整顿。郭德纲相关的所有图书音
像制品从北京一些大型的书店下架,其博客
也已经关闭,并删除了此前所有博文。种种
迹象表明,老郭和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德云社
已经是“四面楚歌”。(综合媒体报道)

不容否认。郭德纲是一个传奇,他曾经
作为“草根”相声的代表,他曾经在舞台上激
情四射地讥讽不良现象,他曾经不断刷新自
己的“返场”记录……他就像一只活蹦乱跳
的鲶鱼,不停地搅动,他的存在“盘活”了相声
界当年的沉寂,让相声这一传统曲艺形式重
新找回了观众。

郭德纲经常会在相声中冒出这么一句:
“你不认识我啊?我大艺术家啊,我当艺术家都
一个多礼拜了!”当初自诩为“非著名”相声演
员,但时过境迁,现在虽然嘴上不说,但在他的
内心,老郭是否已经认定了自己位居当今国
内相声界龙头老大的地位?

说起艺术行业里的翘楚,不由得联想
起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形成风格
独具的“梅派”,身居四大名旦之首,如果说
谁能担得起“大师”二字的称号,舍梅兰芳

其谁?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举世公认、蜚声海
外的表演艺术家,却从没有骄傲自满,居功
自傲的一天,他时刻明白敬畏二字的含义。

在电影《梅兰芳》中,纸枷锁从某种角度
看也是另一种敬畏,作为表演者的角儿对

“座儿”有敬畏,对周围的生态系统有敬畏。
应该说,梅兰芳梅一样的精神、兰一样的芬
芳也因敬畏而成就而长久流传。

正是因为有所敬畏,他才会蓄须明志不
给日本侵略者唱赞歌；正是因为有所敬畏,
他才会视艺术生命高于一切,不许舞台上有
任何敷衍的地方,任何对不起观众的地方。

而就相声行业本身来说,老一辈艺人
也是很讲德行的,始终有所敬畏。撂地摊
说相声,有大姑娘小媳妇驻足就不能说“脏
口”。而在侯宝林等老一辈艺术家的努力
下,相声才终于登上大雅之堂。

如今反观郭德纲眼下的杯具,从很大程
度上来说也是由于他心中缺少对于观众、对
于周围世界的敬畏所造成的,把剧场当成自
家客厅,为私情口无遮拦,从而丧失了道德、行
业的约束,丧失了对于责任、欲望的正确认识,
丧失了心底那条不能触碰的敬畏底线。

有所敬畏,方能走得更远。眼下郭德纲
确实需要静一静、想一想。如果能吸取教训,
迷途知返,相信他还是一条好汉。

刘晶瑶

关注“拼爹游戏” 警惕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社会调查，常可见世道人心，且发人深省。
比如，最近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

“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政府机关，占63%，
远高于其他选项；而公众认为实现就业最
大的两个影响因素是——社会关系，占
67% ，家庭背景，52%，远高于学历、能力、
经历等选项。

这两个选项，是有逻辑关系的：在当
今社会，权力最大的、社会关系最深最广
的，恰恰是政府官员；而影响就业最大的
两个因素，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回事，就是
比谁家更有“背景”。这也印证了一句社
会俗话：就业，是一个“拼爹游戏”。从某
种意义上说，上述两项调查结果，后者是
因，前者是果。

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
的变迁，提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平等的
代际传递。

古今中外，社会不平等现象是客观存

在，也将长久存在下去。这样的不平等，本
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样的不平等会世
世代代传递下去。

在新中国，在正常的高考制度实行的
几十年里，有无数贫寒家庭出身的男女青
年，通过个人努力，考进了好大学并做出了
大事业。这样一种底层民众向上层社会流
动的态势，正是一个社会的活力所在，是一
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志。但值得警惕的
是，近些年来，底层民众向上层社会流动的
上升通道有受阻的现象存在。

前面说的就业要看家庭背景是底层
民众上升通道受阻的表现之一，另一个重
要表现就是，权和钱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教
育的全过程中。现在，没有统一考试的幼
儿园、小学、初中入学等，官二代、富二代
尽占先机，那些师资强大、收费昂贵的校
门，连城市平民都休想迈进，更不用说农
家子弟了；在有统一考试的高中、大学入
学，权贵上下其手、翻云覆雨的能耐，也相

当大，各地高考体育加分的乱象，官员子
女冒平民子女之名读大学的丑闻，都很说
明问题。

从入学到就业，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如果无时无刻不被所谓“家庭背景”所笼
罩，那不光是底层民众的悲剧，更是全社
会的悲哀。

底层民众上升通道受阻，社会不平等
的代际传递，其负面作用是非常大的。主
要有两点：其一，严重伤害了一个社会的发
展动力和创新能力；其二，激化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稳定。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
可不察。

要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抓
手，那就是约束权力。只有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只有当权力不再是为个人及
后代牟利的工具，千军万马追逐权力的
局面才有可能改观，社会不平等的代际
传递才有可能逐渐弱化，社会公平才有
可能实现。 李天扬

新式炮弹
武汉三名女婴因一直食用同

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性早熟特
征，家长曾想把奶粉送检，却遭

遇“检测无门”，一些质量监督检
测机构都婉言拒绝了家长们的
个人申请，而权威部门关于奶粉
的检测指标中也没有激素这一
项。 焦海洋/图

2006年4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后，专家们合影，坐于前排中间的老者为任继愈，徐俊为国史修订
工程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后排左三）。

点校本前四史曾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