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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
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
、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
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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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什么是书籍　　关于什么是书籍，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几乎都有清晰的形象，似乎不存在什么
问题。
但要是叫起真儿来，这“书籍”一词的形成与演变，还真需要做个简单的交待。
　　书籍在古代亦称为典籍、载籍。
《孟子·告子下》说：“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
”东汉赵岐给这句话作注，说是“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
”也就是登录有关法度方面的文字。
《尚书》伪孔《序》则说：“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
”这里的“典籍”便与“书籍”是同义语了。
　　《史记·伯夷列传》谓：“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后汉书·班固传》说班固“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这里的“载籍”显然也是“书籍”的同义语。
然“书籍”二字连读发展为一个词，其起源似乎比“典籍”、“载籍”还要更晚一些。
　　东汉时有个著名的文字学家！
名叫许慎。
他有一部著名的文字学著作，叫《说文解字》。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相传黄帝时有位史官叫仓颉，他最初创造了文字。
而这文字当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依类象形，叫作文；一类是形声相益，叫作字。
将文字着附在一定形式的材料上，就叫作书。
可见古人关于书的概念，是凡有文字者都可称为书。
　　关于“籍”，《玉篇》一书引用《尚书》伪孔《序》的疏文，说“籍”是借的意思，就是借用竹
简以文字记录政事，带有登录、记载的意义，所以叫作籍。
这和“书”的概念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后人便将两字相连，形成了“书籍”这个名词。
　　《后汉书》记载东汉时马融于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当上了校书郎，奉命在东观典校秘书。
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写了一篇《广成颂》。
他在这篇颂文的小序里，自己谦称蝼蚁，不胜区区，职在“书籍”。
这大概是关于“书籍”一词最早的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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