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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被誉为五千年“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
稿》，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点校本，是规模最
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但由于
当时政治、经济、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
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

2005年，中华书局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
和《清史稿》的修订准备工作，今年7月，第四次
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预计2015年全部完
成。为什么要重启国史大修？大修国史修什么？中
华书局总编辑，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
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俊对此做了解
释。

■为何重修？

存有缺憾，阅读不便

记者：历次校刻，重点都是什么地方？
徐俊：重点是文字校订和勘误，也有些是出

于某种政治需要，如清朝的殿本前后两次校刻，
就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进行较多改动。

记者：最近一次整理是什么时候？
徐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指示下，中华书

局组织实施“二十四史”的整理，形成第一部有完
整标点校勘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
“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请了下来，成
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整理工作从1958年
到1978年，经历了20年。

记者：点校本出齐刚过去三十年，如今为什
么又要修订？

徐俊：这主要由于受当时政治、学术等客观
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
憾，给读者利用带来不便。

■存有哪些缺憾？

二十四史，体例不一

记者：能否详细解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
《清史稿》的不足和缺憾在哪里？

徐俊：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
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
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1958
年，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国
庆十周年献礼。

由于时间比较紧，导致“前四史”的整理方
式、体例都不一样。最后只有《史记》赶在1959年

1967年那个时段，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

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

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明史》里这样的一

段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

“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的鬼话，

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国庆前夕出版。1966年，“文革”爆发，整理工作
停滞。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
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但由于政治干扰
严重，随着戚本禹的垮台，点校班子自然解体。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重新上马。《清史稿》的
点校，虽然1958年就提出了，但真正开始是1971
年“二十四史”点校恢复后的事情。1977年底《清
史稿》和《宋史》相继付型，次年初出版，点校工作
完成。

记者：其他各史也存在体例不统一的问题
吗？

徐俊：也有，整理工作历时20年，前后三个
时段工作方式、校勘标准都略有差异。

■为何存有缺憾？

政治风气影响标点符号

记者：“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风气对点校
工作是否有影响？

徐俊：这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学术
界提倡“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具体到
点校工作，要求尽量简洁，因此学者们做的很
多校勘、考证工作并没有能够在校勘记中充分
体现。

记者：政治风气给内容方面带来什么影响？
徐俊：政治对点校工作影响最大的时期，是

1967年的短暂恢复阶段。那个时段，要求在点校
工作中突出政治，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
争，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
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明史》里
这样的一段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
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
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记者：这些都是时代观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仅是标点，在分段提行的问题

上也讲阶级斗争观点，按照体例应该按年月来划
分的，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当时
就要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如涉及陈胜、吴广、
黄巢等人的内容都进行分段提行。

记者：这次修订与三十年前比较，社会和学
术环境有什么变化？

徐俊：因时代变迁，学术风气变化很明显，如
现在的学术考评重论文、论著，轻典籍整理，对包
括修订工程在内的古籍整理工作，都有不利的一
面，导致参与者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修订工作上。

记者：现在的研究有哪些有利条件？
徐俊：30年来，在文献研究的深入、善本和

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献、简牍，以及检
索技术的进步，都对修史有益。

据《新京报》

纠正“标 点符号也讲阶级斗争”的时
代所酿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