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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书评类刊物。
它自创刊伊始，就一直在古籍学术领域里努力地耕耘着，为广大读者奉献了许多内容充实、质量上乘
的文章佳作，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在海内外均有不俗的反响。
本书为《书品（2012年·第2辑）》（2012年第2辑总第134辑双月刊)，内设“中华节局百年华诞专栏”
、“学林注事”、“评书论学”、“读书札记”、“商榷篇”、“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26”6个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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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析、研究杨先生独到的古籍整理方法，作为今天的借鉴，应该是件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首先，杨先生对于古籍整理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这就是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一条所说的：“在本书中，著者的企图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
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
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些阶梯作用。
”应该说，杨先生给自己定的读者面是比较宽泛的，兼顾了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
如果说注释、词典更多照顾到有关专业人员及有志研究者需要的话，那么译文则更多考虑到一般读者
浏览古书的实际需求。
正确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是个尚在不断摸索中的问题。
杨先生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古书的注释，应规定一个明确的范围。
杨先生根据自己的摸索和体会，将注释的内容重点大致定为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
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等。
这一规定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依照具体古书的特点，又有所侧重。
例如《春秋左传》，杨先生认为其中所载礼制最难，便比照《周礼》、《仪礼》、《礼记》的有关记
载，结合《国语》和其他传世典籍、出土文献的相关资料，从中探求春秋礼制，加强了这方面注释的
分量。
对注释中的难点、重点，尽可能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进行去粗取精、融会贯通的工作。
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六条指出：“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
证中提炼出来的。
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
结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
为便于读者查究，有时注明出处，有时略举参考书籍，有时也稍加论证。
”　　古籍的今译，杨先生早已注意到它与注释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他把译文的作用称为“桥梁作用”、“手段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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