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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
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
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
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
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
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
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
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
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
“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
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
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
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
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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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曾佑，近代诗人、文学家、史学家。
字遂卿，一作穗卿，自号别士，浙江杭州人。
光绪进士，官泗州知州，充两江总督署文案。
曾参加改良派政治活动。
民国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北平图书馆馆长。
能诗，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
他用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所著的《中国古代史》（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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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十三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四　　　第三十四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五　　　第三十五节 宦官
外戚之冲突六　　　第三十六节 匈奴之政治（上）　　　第三十七节 匈奴之政治（下）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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