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秘书生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秘书生活>>

13位ISBN编号：9787210038672

10位ISBN编号：7210038671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江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眭达明

页数：2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秘书生活>>

前言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秘书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作为高层领导的秘书，长期生活在领袖人物身边，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起草重要的文件报告
，对于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常常起着不可忽视而又不留痕迹的作用。
同时，秘书也往往是很多政治人物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份比较重要的职业。
但由于秘书职业的特殊性，一直隐身于政治舞台的幕后，平民百姓很难走近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更谈
不上了解和熟悉，加之长期以来因为资料匮乏等原因，人们对秘书的研究又非常不够，所以秘书一直
成了某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职业。
为了揭秘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的政治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业
余时间，潜心从事中国古代秘书史研究，不仅出版了《中国历代秘书工作》和《文牍趣话》等书，而
且在2007年4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秘书政治》一书。
这本填补了我国古代秘书人物研究空白、专门介绍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从政经历的三十余万字专著
一经问世，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秘书圈内外几十家报纸（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华工商
时报》《新民晚报》等国内报纸和美国《侨报》、加拿大（《多伦多信息报》等数家海外报纸）和数
百家网站（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在内的几乎所有门户网站）发表了书评和消息，进行宣传和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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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在《秘书生活》里的三十六篇读史随笔，是作者在写作《秘书政治》过程中，专门针对古代中国高
级秘书人物工作和生活当中几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所作深入研究的产物。
两者不仅写作时间上完全一致，而且内容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可以把它看做《秘书政治》的姊
妹篇。
只是《秘书政治》着重写的是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的从政经历，《秘书生活》则是记录他们工作和
生活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趣闻逸事，这些事情虽然比较琐碎，却又非常独特而有趣；虽然不那么重要
，却又常常彰显着大义；虽然不是古代秘书们有意为之的，却又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迫使他们不得
不被动地面对和接受⋯⋯　　本书所写内容多是趣闻逸事，所用笔调生动活泼：轻松、休闲、高雅是
它的最大特色，有识、有用、有趣是它的执着追求；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高雅的工作情趣；读
此书，既可学到知识，又能得到享受，还可获得启迪。
只要是具有一琮文化程序又爱好文史的人，都可成为它的读者。
　　本书披露的材料，包括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许多史实，是人们
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只要认真读完它，就一定会在欣然一笑中，既可比较全面地了解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的工作和生活
情况，又能获得许多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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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眭达明，笔名禾青，谷黄，学者，作家，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近百家报刊发表各类作品约600
篇，共计200余万字。
     
　　著作有：《中国历代秘书工作》、《文牍趣话》、《禾青谷黄》、《中华秘书全书&#8226;秘书人
物卷&#8226;古代秘书人物》、《秘书政治》等。
《文牍趣话》和《秘书政治》是作者继多年前出版《中国历代秘书工作》一书之后，在中国秘书史研
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填补了我国古代公文写作和秘书人物研究的空白，在金盈秘书界、公文写作界
产生了广泛影响，秘书圈内外几十家报刊（包括美国《侨报》等数家海外报刊）和许多网站发表了书
评和消息进行宣传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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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穷秘书的法定外快圣旨原来也有假公文并非都无趣公文写作二十“忌”官样文章与官腔官调傀儡
登场与皇帝遭瘟“蝗不食稼”与“天书”下降“盛世”外衣下掩藏的卑污——读开元史事三则玉堂清
冷不成眠——古代秘书值班众生相趣事、怪事、离奇事——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一可笑、尴尬、
郁闷事——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二归到玉堂清不寐——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三千古文章凭际
遇——古代秘书任免逸闻鸿雁传书及其他古代秘书与酒功夫在“文”外善用其短的妙处奏折制度的确
立及其影响与《岳阳楼记》有关的两件逸事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原因官员不能说实
话领导身边的人重读遗诏两位英雄的交手武则天批文趣事好批条子的宋仁宗宋仁宗的婚姻梁武帝的哑
谜古代的一位护树英雄宰相奏折李密为何前是而后非？
身正何惧非难陆贽的识见文章为何能治病宦官哪有儿子为尊者讳的目的是为自己留后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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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穷秘书的法定外快开皇年间，隋朝开国元勋郑译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
郑译在几年前被贬为隆州刺史，这次回京治病，隋文帝设宴招待他，宰相高颗等人都来作陪。
在喝酒言笑中，隋文帝忆起旧情，便当众宣布恢复郑译的沛国公爵位，并当即指示内史令李德林起草
诏书。
高颎见郑译喜事降临，便开玩笑说：“笔干了。
”言外之意是要花钱买笔墨了。
郑译回答说：“我出外做地方官，这次因病请求回京，承蒙皇上批准便打马回朝，无一文钱在身，拿
什么给你们‘润笔’呢？
”隋文帝听罢大笑（《隋书?郑译传》）。
据清代学者赵翼考证，润笔这个词儿便是从这里来的。
现在作文受酬俗称稿费，古代则通常叫做润笔。
润笔一词虽说出自《隋书》，但不等于说作文受酬就始于隋文帝时期。
南宋大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作文受酬自晋宋（刘宋）以来便有之；与洪迈同时代的王楙却
说汉武帝时就有写文章得稿费的情况（《野客丛书》卷十七《作文受谢》）；明末清初考据家顾炎武
也考证，最晚在东汉时期，便出现了作文受酬之事，比如蔡邕为权贵们写了那么多碑诔文章，“自非
利其润笔，不至为此”（《日知录》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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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秘书政治》于2007年4月出版发行后，曾计划将已经发表的三百来篇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系列短文
进行系统整理，或出《文牍趣话》的增订本，或出它的续集和三集。
但刚刚弄出一个目录，就有朋友建议说：这件事不妨缓一缓。
应该先把那些刊于（《历史学家茶座》《书屋》《文史知识》等刊物上的长文章编辑成册，作为《秘
书政治》的姊妹篇推出。
这个建议虽然非常好，但用什么书名把这些文章统起来，却是一道难题。
北京出版界的一位朋友后来为我取了《秘书逸史》的书名，这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了书名，我就可以围绕这个主题选编文章了。
开头共选入四十八篇文章，并将其分为两辑。
书稿送到出版社后，责任编辑陈世象先生与我商量：既然是作为《秘书政治》的姊妹篇出版，《秘书
逸史》的书名就不是很贴切，最好另改一个书名。
他的意见我当然十分尊重。
但两人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书名来。
我离开后，陈先生向出版社领导汇报本书的出版事宜，当谈到书名需要重新考虑时，徐社长说：前一
本叫《秘书政治》，这一本就叫《秘书生活》好了！
陈先生在电话里告知这一消息时，我们两人都觉得这个书名非常贴切并且很有创意，真可谓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书名有了变动，与此关联不是很密切的一些文章，自然必须剔除；篇目减少了，分为两辑也就没有多
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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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秘书生活》是作者继《秘书政治》之后，推出的又一本揭秘古代中国高级秘书人物政治生活的专著
，非常值得一读。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秘书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作为高层领导的秘书，长期生活在领袖人
物身边，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起草重要的文件报告，对于一些重要的事件的发生常常起着不可忽视
而又不留痕迹的作用。
但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秘书一直隐身于政治舞台的幕后，平民百姓很难走进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更谈
不上了解和熟悉，加之长期以来资料匮乏等原因，人们对秘书的研究又非常不够，所以秘书一直是鞽
带着有神秘色彩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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