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的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书的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802216969

10位ISBN编号：7802216966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国时代经济

作者：王鼎吉

页数：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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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历史>>

前言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这部《书的历史——古今书里书外的故事》即将出版.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国图书出版史源远流长。
约公元前1300年，我国就有了表意文字和文字的载体“书”，此后文字的形体和书的载体形式均有变
化，但书香一脉相承，流传有绪。
在纸张发明之前，竹帛成为写字著书的主要栽体，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序
文中说：“著于竹帛谓之书”。
东汉时蔡伦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明和完善了造纸术，从此书籍找到了易得、易写、易用又相对价廉的
原材料，在印刷术发明以后，中国书籍得以大量生产和广泛传播。
据出版史料专家研究，我国目前现存古籍约有8万种左右，这是老祖宗留传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
　　王鼎吉同志长期从事图书发行工作，天天与书打交道，一生中接触过的图书多得不计其数，积累
了许多关于书的各种知识。
在他进入老年之后，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20年来，他仍然是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图书。
他还勤奋写作，至今已撰写、出版了9部著作，都是与文字、图书和出版有关的专著。
他为了弘扬我国图书出版悠久的、光辉的历程，宣传书的知识和书的历史，用了6年多的时间，在80岁
高龄之年又完成了这部《书的历史——古今书里书外的故事》。
　　这本书以讲故事的形式阐述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图书出版简史，使读者能以较短的
时间了解这门知识，这是一件很有益的工作。
　　本书作者希望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我除了祝贺本书的出版之外，还希望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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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采用了层层相套、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引人入胜的讲述方法，介绍了我国历史上一些重要著作
的编纂过程以及这些书籍所遭遇到的各种不同命运的故事；也讲述了这些书籍的作者自身的悲欢离合
及其人生坎坷；既讲述了我国历史上纸张和印刷术发明的故事，也讲述了发明者的人生和命运；既通
俗地讲述了有关历史、有关历史文物、有关历史典故，也涉及有关各种历史事实的探讨和理论问题的
辨析。
读者从这些故事中可以获得丰富的人文历史知识和厚重的人生感悟。
    如甲骨文和敦煌遗书的发现；《史记》和司马迁的坎坷人生；《永乐大典》与主纂官解缙的悲惨结
局；纪晓岚与《四库全书》的跌宕起伏；沈括与《梦溪笔谈》问世的经过；王选与汉字印刷的三次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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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个故事  深埋地下数千年“书”库的大发现——将文字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书”第二个故事  字
体圆润浑厚、古朴典雅的金文——将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书”第三个故事  石上刻字传天下—
—将文字镌刻在石头上的“书”第四个故事  简策版牍传真谛——将文字写在竹木简牍上的书第五个
故事  与简牍并存的古代帛书——将文字书写在丝织物上的书第六个故事  造纸术是我国一大发明——
将文字书写在纸上的书第七个故事  密藏洞窟近千年的写本古书的大发现——震惊中外的敦煌遗书第
八个故事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的一大发明——从写本书到印本书第九个故事  活字印刷术是我国的又一
重大发明——从雕版印书到活字印书第十个故事  从德国的谷登堡到中国的王选——现代印刷术印造
的书第十一个故事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从纸质图书到互联网出版和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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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个故事　　深埋地下数千年“书”库的大发现——将文字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书”在人类
的历史长河中，有着许许多多个谜，数千年来，这许许多多个谜有的已被人们解开了，但还仍然有许
许多多个谜至今尚未被解开。
一百多年前（1899年），人们偶然发现了刻写在甲骨上的奇特文字，这一重大发现解开了古汉字渊源
的一个谜，也解开了殷商历史的一个谜，所以人们说甲骨文的发现是语言文字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革命
。
请看王宇信在《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是怎么说的：“1899年甲骨文的发
现和其后的科学发掘，形成了甲骨学和殷商考古学这两门全新的学问。
从此，由于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生面。
甲骨学成为语言文字学、历史学、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的当今‘显学’和‘世界
性’学问。
因此，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段文字充分地说明了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大意义。
　　再看甲骨学的开创者之一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载《静安文集续编》）
中又是怎么说的：“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
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
明以来书籍档册。
”王国维所说的“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之三，也就是学者们都认为的中国近代新史料的四大发现：
一是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二是20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发现，三是汉晋简牍的发现，四是内阁大库
档案的发现。
在这四大发现中，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列居首位，这是极其重要的一大发现，本书将这一重大发现列为
首篇，将一一讲述与这一发现有关的人和物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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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的历史：古今书里书外的故事》采用讲故事的形式，从商周时期的龟甲青铜器的“书”开始
，讲到后来石头的“书”、简策版牍和丝帛的“书”，一直讲到现代纸质的书和当前信息时代的电子
书，共讲述了十一个以书为主题的故事。
它主题中套着主题，故事中套着故事。
故事、典故共有600个之多，时间跨度长达3300多年。
是一本体现中华文明的展示中国图书3000年历史图文并茂的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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