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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1123—1202)著的史料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
该书与沈括的《梦溪笔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被认为是南宋三大最有学术价值的笔记。
洪迈是南宋文学家，曾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读等官职，后官至端明殿学士。
他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读书每有心得，便随笔记录下来。
历时数十年，集腋成裘，撰写成《容斋随笔》这一皇皇巨作。
    《容斋随笔》分为《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容斋三笔》、《容斋四笔》、《容斋五笔》，
共五集七十四卷。
其中前四集各十六卷，因书未成而作者过世，故《五笔》仅为十卷。
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评论，史料、典章、物产考察
、宋代专著评介，天文、历算、星相等。
它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它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
    本书依照原书卷次的先后顺序编排，并列于文前，以示出处。
每篇先列原文，后作注释，最后点评。
从各卷中选编条目时，一是注重选择那些知识性较强的内容，二是选择更有现代意义的篇章，所选内
容各卷都有，可谓原书的精华。
关于注释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鉴于洪迈原文多为严肃的命题，内容涉及历史上的诸多人物和事件，
因此在注释中不得不把有关的人和事作出解释，尽管文字多些，但针对这些知识点所提供的大量信息
，显然要比译出全文更有意义，对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原文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二是对大量史实的考
证既参照了学界定论和约定俗成之说，又遵循古籍整理的“保真”原则，针对一些有价值的异文予以
保留，对洪迈所述有疑议之处则提出待考，以便学者作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点评文字尽可能地把对原文的理解铺展开来，其中或有点滴心得，供读者参考。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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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容斋随笔（珍藏本）》是宋代学者洪迈撰写的一部著名笔记，是中国古代笔记中的精髓。
书中内容博大，从经史子集到诗词文翰，从典章制度到医卜星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其考证辨析
之确切，议论评价之精当，备受称道。
该书问世之际便震动朝野，就连当朝皇帝赵眘也对其爱不释手，将其作为自己的案头书。
此书的学术性和可读性决不亚于任何一部史书，其中的政治历史、人物轶事、文章典籍，甚至各朝各
代的制度无所不包，堪称宋朝之前的百科全书。
此书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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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
②，皆绝可笑。
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
孔传《续六帖》③，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载《云仙录》中事④，自秽其书。
《开元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⑤，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
姑析其数端以为笑。
 其一云：“姚元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⑥，有步辇之召⑦。
”按：元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⑧，及开元初，三人辅矣。
 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⑨，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⑩，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
”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
 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
”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
 其四云：“张九龄览苏颞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
”按：颞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
此皆显显可言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后生也。
惟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事，《资治通鉴》亦取之，不知别有何据。
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注释】 ①浅妄书：浅薄妄为的书。
②《云仙散录》：《云仙散录》，又名《云仙杂记》，旧署后唐冯贽编，是五代时一部记录异闻的古
小说集。
 这部书的内容比较驳杂，主要是有关唐五代时一些名士、隐者和乡绅、显贵之流的逸闻轶事。
《开元天宝遗事》：五代后周王仁裕撰。
该书记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逸闻遗事，内容以记述奇异物品为多，人物事迹也以传说为主。
其中如记唐代宫中七夕、寒食等节日习俗以及豪支、传书燕等事，事多失实。
③孔传《续六帖》：孔传为南宋人士，原名若古，孔子四十七代孙生卒年不详。
为白居易《六帖》所撰续书，仿《北堂书钞》例，杂采成语故实。
类似百科全书。
主要是供检索和收入轶闻用的。
④《云仙录》：《云仙散录》缩称。
⑤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今属甘肃）人。
五代文学家。
新旧《五代史》有传。
撰有《开元天宝遗事》、《玉堂闲话》、《见闻录》、《唐末见闻录》、《入洛记》、《南行记》等
，另有《西江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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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容斋随笔(珍藏本)》是宋代学者洪迈撰写的一部著名笔记，是中国古代笔记中的精髓。
《容斋随笔(珍藏本)》中内容博大，从经史子集到诗词文翰，从典章制度到医卜星历，无所不包，无
所不吝，其考证辨析之确切，议论评价之精当，备受称道。
《容斋随笔(珍藏本)》问世之际便震动朝野，就连当朝皇帝赵脊也对其爱不释手，将其作为自己的案
头书。
此书的学术性和可读性决不亚于任何一部史书，其中的政治历史、人物轶事、文章典籍，甚至各朝各
代的制度无所不包，堪称宋朝之前的百科全书。
此书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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