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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真正观止（上下卷）》

前言

为什么这本书叫《古文真正观止》呢？它听起来有些玄奥，而且也有些费解。可是不如此，便不能准
确地为它定位，准确地标志出它的真实含量和内在价值来。为啥这么说呢？凡事皆有个源头。原来，
三百余年前，在浙江山阳有两位吴姓的叔侄，叔名楚材，侄名调侯，他们在众多的古文选本中，忽地
不显山、不露水地推出了一部《古文观止》来，立时节便青出于蓝，秀出于林，雏凤声清，一下子就
压倒了，甚至也可说淹没了千百年来的众多选本。这叔侄俩本是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的文人，但其
书却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那些名流大家、官修国定的编选。
这应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从来都是由各种各样可以解释
和不可以解释的奇迹编织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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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真正观止（上下卷）》

内容概要

《古文观止》，是三百年来最优秀的一部古文选集，深受广大读书人的喜爱，然而美中不足，惜其有
三大历史遗阙，并未达到真正的观止：其一，编者生于清初，文章只选到明末，而清朝一代二百余年
间，名家辈出，奇文环生，而此书遗阙；其二，辽、金、元三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期间，许多名家名
文亦阙；其三，由于独尊儒术的传统观念，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之文，虽绚烂多姿，波澜壮阔，风格
迥异，互相轩邈。但皆未选。《古文真正观止(套装上下卷)》立意要将此三大遗阙，全部补足，使上
下几千年的古文，到此可以真正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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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真正观止（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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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真正观止（上下卷）》

章节摘录

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①。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②，则往来不劳
，民无深患。议者谓徙之非便：一则损威名，二则召侵侮，三则弃耕牧之地。臣谓不然。阻卜诸部③
，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
沙④，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⑤，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
，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⑥，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
，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可敦⑦，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警急
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⑥，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胜言
者，况边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顿绝。得不为益，舍不为损。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
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卒难赴援⑨。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方今太平已久，
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
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
或云，弃地则损威。殊不知殚费竭财，以贪无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国，万一有败，损威岂浅？或
又云，沃壤不可遽弃。臣以为土虽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敌来，则不免内徙，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
夫帑廪虽随部而有⑩，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济天下。如欲均济天下⑩，则富知民困之由，
而窒其隙。节盘游，简驿传，薄赋钦，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盖民者国之本
，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
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
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稿役如此，在边戍兵亦然。譬如一杯之土，
岂能填寻丈之壑？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
以复故也。臣又闻，自昔有国家者，不能无盗。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于剽窍，良民往往化为凶暴
。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⑩。所谓民以困穷，皆为盗贼者，诚如圣虑。今欲芟夷本
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臣闻
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日：“严刑峻法。”太宗笑日：“寇盗所以滋者，由赋钦无度，民不聊生
。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
役重轻耳。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罢黑、岭二军，
并开、保州，皆隶东京⑩；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候尉相望，缮完楼橹，浚治城隍，
以为边防。此方今之急务也，愿陛下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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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真正观止（上下卷）》

编辑推荐

《古文真正观止(套装上下卷)》填平补齐那上至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争鸣斗艳之作，下至那辽、金
、元、清四代的拍案惊奇的宏文，使之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古文观止”。 这个选本，上自公元
前680年（较之吴氏选本的《左传》开篇，要早出二百年），下迄于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在公元1911年
所写的《与妻书》（较之《古文观止》的收场篇《五人墓碑记》，又下延了三百余年），可以这么说
，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做到了全方位的拾遗补阙，使我国上下三千年，方圆九百六十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文苑奇葩，百代的名篇佳作，尽都收罗进来，因之，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此书是
名副其实的“古文真正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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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真正观止（上下卷）》

精彩短评

1、小品文较多
2、为什么这本书要叫《古文真正观止》呢？　　凡事皆有个源头。原来，三百余年前，在浙江山阳
有两位吴姓的叔侄，叔名楚材，侄名调侯，他们在众多的古文选本中，忽地不显山、不露水地推出了
一部《古文观止》来，立时节便青出于蓝，秀出于林，雏凤声清，一下子就压倒了，甚至也可说淹没
了千百年来的众多选本。这叔侄俩本是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的文人，但其书却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
迎，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那些名流大家、官修国定的编选。此书一传就是三百余年，
经久不衰，其声誉远播于海内外，其运用普及于士农工商，凡会读书的人几乎是家家案头必备，各修
学的学子们更是须臾不离，人手一卷。在这三百余年间，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不断有各种版本
的《古文渊鉴》、《古文辞类纂》、《才子古文》、《历代文选》、《古文选读》、《古文新编》之
类的书出现，但流传都没有吴氏选本那么面广，寿命更没有吴氏之书那么长，没经几度风雨，便都在
书海之中自行淹没了。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时间，也是检验一本书
存在价值的标准。三百多年的悠悠岁月，充分地检验了，也充分地证明了这本书的真实价值（包括它
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不过，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检验了，说明了它有着某些方面的缺欠与不足。
比如其书缺少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的文章。这个曾经绵亘于我国历史四百余年的
时...间段，毫无疑问，确也产生了不少文章大家，出现了不少有声有色、文采飞扬的好文章，像金代
的元好问、王若虚，元代的吴澄、李孝光等，都是文坛上声名卓著、举足轻重的圣手，他们的文章或
质朴浑厚，或标新立异，都各具风格，各领一代风骚，缺了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古文焉得称之
为观止？　　另外，其书缺少我国学术文化发展最为活跃、最为繁荣昌盛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
家之作。《古文观止》的二位编者，受着“独尊儒术”的思想主使，差不多是以儒家观点作为取舍的
标准。全书二百余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儒家学派和儒家观点的人写的，而在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黄金时代及其以后的众多学派、众多不同观点的思想家、学问家的大好文章，像被称之为“天下文章
第一”的庄子，像“书事简劲弘妙，多出庄子之右”的列子，像“文如江流出峡”的韩非子，像与儒
家并列、当时同称为显学的墨子，像“论高文奇，不可复加一辞”的管子，像行文“至奇至巧”“大
象无形、大音稀声”的老子，其他还有各有独到见解、各有不同行文风格的尸子、慎子、尹文子、公
孙龙子等等，皆都一概没收。试想，缺少这些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文章，古文焉得能够称之为观止
？　　今日视之，其书还缺少清朝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的古文作品。当然，这不能苛求此书的两位编者
，因为他们生活在清初，没法逆睹以后几百年面世的佳作，同时也为清初文字狱的森严，无法将明末
清初许多充满抗清扶明气节的文章收罗进去，只能决然地截断于崇祯的天崩地裂之前。过去人们常说
此书截至于明末，其实并不准确，许多名篇未能选入，这不能不说是此书的重大遗憾。因为这二百多
年、严格地说已经是将近三百年的历史阶段里，正是古文创作有着长足发展、优秀名篇大呈繁荣之际
，许多文章大家纷纷涌现，许多传世名篇接连推出，繁花似锦，群星灿烂，像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
船山、顾炎武、侯方城、吴伟业，清中叶的沈德潜、戴名世、袁枚、纪晓岚，清末的龚自珍、魏源等
等，个个都是卓有分量的文坛巨匠，特别是标志着古文创作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桐城派，其代表人物
如方苞、姚鼎等，那更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一支有生力量。而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则是终
结古文创作的文学巨擘。恩格斯曾将费尔巴赫视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于梁启超，我们也可以
说是中国古文创作的终结，他的《少年中国说》，当是古体文章的“压轴好戏”，缺了这些古文大家
的文章，古文焉得称之为观止？　　 阅读更多 &rsaquo;
3、这么说吧，以前自认为读书万卷，看了这本书，才晓得很多都没有涉猎到。
4、印刷质量极差，特别是上册，换了一套依然的差！不知作者是否知晓，他的书被如此的粗制滥造
！
5、没有译文，有注释
6、这书前言提出了《观止》的种种不足，是确实存在的；但他的选目上册也不怎么样，无非就是加
了诸子的文章，在古代这些东西是不用汇编于一书的，如《论语》那都是必读书，且编者不知怎么搞
得，非要给先秦来个大一统，秦一前的作家都划为周代，周分西东，但后又有春秋战国，谁是战国人
谁又是春秋人，这都是很确切的，祖国确要需要统一，但也不必将千年前的分裂局面也说是统一！  
还有，编者功力很有限，仅从注释就可看出内功不深且外功不勤，注释只是将句子翻译一下，重点典
故、字词无注释，且有的注解很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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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真正观止（上下卷）》

7、起于周而节于清末，正是跨越了中国古代史的所有朝代。第一篇是管仲的“牧民”，最后一篇是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拿到书后，先读了头尾两篇。3000年的历史跨度，让我有种恍惚的感觉，
仿佛历史就像大江从身边轰然而过。这一版本，印刷清晰，纸质很厚，字体很大，注释简练、恰到好
处。要说有些遗憾的地方，封面装祯有失古朴美感，可能会影响手感和阅读的心情。
8、书很好 是正版 以前在图书馆看过，然后就想买下来收藏，这次看到正好价格合适就买下来了，唯
一不好的是 寄过来的包装居然只有一个塑料袋，我买了四本书，就一个塑料袋装着，都没个盒子，还
好书没有破损
9、让自己知道原来还有很多经典感言自己没有见识过
10、注解很不详细，难字都没有注音。对于学习古文者没有提供应有的帮助。
11、《古文观止》，是三百年来最优秀的一部古文选集，深受广大读书人的喜爱，然而美中不足，惜
其有三大历史遗阙，并未达到真正的观止：其一，编者生于清初，文章只选到明末，而清朝一代二百
余年间，名家辈出，奇文环生，而此书遗阙；其二，辽、金、元三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期间，许多名
家名文亦阙；其三，由于独尊儒术的传统观念，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之文，虽绚烂多姿，波澜壮阔，
风格迥异，互相轩邈。但皆未选。本书立意要将此三大遗阙，全部补足，使上下几千年的古文，到此
可以真正观止。此书克服了上述缺陷，真正观止矣！
12、从另一角度选取的的文章值得仔细品读！
13、在古文观止基础上更优一层，修正左癖韩癖苏癖，在朝代/人物/文体/思想间，取得比古文观止更
好的平衡，国学入门佳选，少为人知的古文好选集。
14、&#34;作者还认证了一番222篇是原古文观止之所以成功的一大方面，222简直是文选类图书的黄金
分割数。 &#34;  哈哈
15、选文及编排内容有创新，更易用更华美。
16、　　这个选配的文章数量与原古文观止一样，都是222篇。作者还认证了一番222篇是原古文观止
之所以成功的一大方面，222简直是文选类图书的黄金分割数。
　　
　　在本书中，作者摒除了原书的“左癖”“韩癖”“苏癖”。把此三人的入选文数精简一番，然后
填入更多样的，千百年来被埋没的古文篇章。
　　
　　正在读中，很有收获，先写这儿，以后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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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真正观止（上下卷）》

精彩书评

1、这个选配的文章数量与原古文观止一样，都是222篇。作者还认证了一番222篇是原古文观止之所以
成功的一大方面，222简直是文选类图书的黄金分割数。在本书中，作者摒除了原书的“左癖”“韩癖
”“苏癖”。把此三人的入选文数精简一番，然后填入更多样的，千百年来被埋没的古文篇章。正在
读中，很有收获，先写这儿，以后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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