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 ?

蔡 尚 思

我现在来写此文
,

有下列几个原因
:

第一
、

我于 1 9 7 9年写出 《中国文化史要论》一书 (1 9 8。年出

增订本)
,

开了一张 《中国文化基本书 目》
。

有些读者看到
,

就

来函说
,

我那张书目共有一百二
.

十多种
,

太多了
,

他们不可能有

空来读它
。

请我再为他们开一张更精华更现实的书目
,

最好是在

三
、

四十种以内
。

我几年前也听见一位从所谓名牌大学文科毕业的中 年 教 师

说
: “我在大学读书

,

只读间按书不读直接书
,

连一本中国古籍

也没有读过
。 ”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

既然如此
,

就不便 多 开 书

单
。 “四人帮

”
专政时期

,

更不许人们多读古书了
。

还有些人说
:

现在我国拟子 1 9 9。年内印出一批珍贵古籍
,

这

当然很好
,
但有点远水救不了近火

,

应当把珍贵古籍与急需古籍

并重
,

远期出书与近期出书兼顾
。

解放后连一部分最迫切需要的

经
、

史
、

子
、

集也很少再版过
,

大学生不是不读古书
,

而是买不

到 古书
。

珍贵的古籍只供少数人研究
,

大多数人是不会想去研究

的
。

第二
、

今年五月间
,

胡道静同志亲育送来上海人民 出 版 社

1 9 81 年第 2 期的 《出版业务》
,

其中有他的一篇大作
,

他要 同我

商讨
。

他先说工9 5 3年国庆节北京图书馆经过郑重考虑推荐的一份

祖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选目
,

包括文
、

史
、

哲
、

科四个方面
,

共

二十种如下
:

( 1 )
.

《诗经》
,

」

(
一

2 ) 《楚辞》
,

(3 ) 《李太 白集》
,

2公3



(4 )

(7 )

记》
,

《杜工部集》
,

(5 ) 《白香山集》
,

《三国演义》
,

(8 ) 《西 厢 记》

(6 ) 《水浒》

《西 游

(1 0 ) 《红楼梦》
,

(1 1 )

( 9 )

(1 2 )

西域记》
,

(13)
’

《徐霞客游记》
.

,

《论衡》
,

《大唐

(15 )

《齐民要术》
,

(16 ) 《梦溪笔谈》
,

(1 7 ) 《营造法式》

(18 ) 《东鲁王氏农书》
,

(19 ) 《本草纲 目》
,

(2 0 )

《天工开物》
。

胡道静同志对这个选目
,

感到太少了
,

因而为它补出十种如

下
:

(2 1 ) 《老子》
,

(2 2 ) 《墨子》
,

(2 3 ) 《孙子兵法》
,

(2 4) 《庄子》
,

(2 5) 《孟子》
,

(2 6 ) 《荀子》
,

(2 7 )

《韩非子》
,

(2 8 ) 《春秋左 氏传》
,

(2 9 ) 《资治通鉴》
,

(3 0 ) 《水经注》
.

。

上述 《孙子》
、

《左传》
、

《资治通鉴》
、

《水经注》 四种

是胡道静同志最近才拟补入的
。

我觉得这个书目比北京图书馆所

开书目有很大的优点
,

就是能多注意到哲学方面
,

从只 有 一 部

《论衡》 而补入到七种之多
。

对于史籍也酌加三种
。

北京图书馆

开的书 目
,

实未免太忽视史
、

哲两方面的古籍了
。 、

我对于北京图书馆和胡道静同志开的书目
,

也有一些看法
,

我 以为两种书目
,

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
: 一

、

文学方面
,

没有古散

文与元 曲的代表著作
,
而二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
,

为后人所不可不知
。

二
、

哲学或思想方面
,

两个书目更忘记

了中国思想史上甚至中国史上最有影响的孔子与佛学
、

西 学 三

者
,

三者实是我们所必须首先注意到的重大间题
。

三
、

史 学
一

方

面
,

.

没有史学批评的代表著作
。

四
、

时代方面
,

两个书目均只到

明代为止
,

我把它延长到近代
。

如果以为近代不在古籍 的
一

范 围

内
,

尽可把近代的几种著作删去
。

但从 中国人应当读的书籍与代

表中国整个文化着想
,

那就不仅不要限于古代
,

恐怕连现代也应

当在内了
,

除了鲁迅以外
,

解放前的著作现在也多是不容易买到

的
。

我们总不好把近现代的名著开除出
“
祖国最优秀的 文 化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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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之外吧 ! 我现在就根据读者的要求和本人的读书体会

,

再开

出一份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四十种
,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约二

十种
:

文学十种
:

(1 ) 《诗经》
,

代表先秦古诗
。

(2) 《楚 辞 》

(3) 《季太白诗集》
。

扭) 《杜工部诗集分
,

二者代表汉后古诗
。

(5 ) 《白香 山诗集》
。

(6 ) 《韩昌黎文集》
,

代表古散文
。

( 7 )

《宋元戏曲史》
,

代表古代戏曲
。

(8) 《水浒》
。

( 9 ) 《红楼梦》
,

代表古代小说
。

(1 0) 《鲁迅杂感选集》
,
代表近代文学思想

。

史学六种
:

(1 ) 《左传》
。

心2) 《史记》
,

代表古代史学中的

通史方面
。

(3 ) 《史通》
,

代表
一

占代史学 中的批评方面
。

(4 ) 《徐

霞客游记》
,

代表地理游记
。

伟 ) 《
一

廿
一

二史札记》
,

代表正 史 研

究
。

(6 ) 《帝王春秋》
,

代表历代王朝黑暗统治
。

哲学思想方面二十种
:

(1) 《论语》
,

代表孔子思想
。

(2)

《墨子》
,

代表墨家思想
。

(3 ) 《孙子》
,

代表古代兵法
。

(4)

《老子》
。

(5) 《庄子》
,

代表道家思想
。

(6 ) 《孟子》
。

( 7 )

《荀子》
。

(8 ) 《韩非子》
,

代表法家思想
。

(9 ) 《论衡》
,

代表

古代唯物论
,

(1 0) 《金刚经》或 《六祖坛经》
,

代表佛学
。

(1 1)

《化书》
。

(1 2) 《李氏焚书》
、

《续焚书》
。

(1 3) 《明 夷 待 访

录》
,

代表古代 民主思想
。

(1 4 ) 《读四书大全说》
。

(1 5) 《四存

编》 或 《习斋先生言行录》
。

白 6) 《太平天国文选》
,

代表农民

革命理想
。

(17 ) 《天演论》
,

代表西学
。

(18 ) 《清代学术概论}).

代表清代学术
。

(1 9 ) 《孙中山选集》
,

代表资产阶级革 命 派 思

想
。

(2 0) 《五四运动文选》
,

代表新文化运动
。

科学四种
:

《梦溪笔谈》
,

代表古代科学
。

(2) 《农 书 》
。

(3) 《本草纲 目》
,

代表古代医药学
。

(4) 《天工开物》
。

上开书目计四十种
,
尤 以其 中的二十种为应 当先读

:

(1) 《诗经》
,

(2) 《李太 白集诗》
,

(3 ) 《杜工部诗集》
,

(4)

《宋元戏曲史》
,

(5) 《红楼梦》
,

(6) 《鲁迅杂感选集》
,

(7)

《史记》
,

(8 ) ((史通》
,

(9 ) 《徐霞客游记》
,

(1 0 ) 《论语》
,

(1 1 ) ((墨子》
,

(1 2 ) 《孙子》
,

(1 3 ) 《庄子》
,

(14 ) 《韩非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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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明夷待访录》
,

(1 6) 《太平天国文选》
, (打) 《孙中山选

集》
,

(1 8 ) 《五四运动文选》
,

(19 ) 《梦溪笔谈》
,

(20 ) 《本

草纲月》
。

这一类书不要说大学生
、

研究生
,

就是高中生
,

一般的中国

人也应当一读
,
以便得到基本常

一

识
。

中国文化人和文化干部
,

不

懂得这些 中国文化名著
,

那就很说不过去了
。

(原载 《书林》 一九八二年 第五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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