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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今注今译》

内容概要

《尚书今注今译》内容简介：古者凡公文及函札皆名曰书。《尚书》诸篇，大部分为古代之公文，故
先秦但称此书曰《书》。尚书者，意谓古代之公文也。“文复会”简介：台湾文化总会的前身是“文
化复兴总会”，它是为了因应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宗旨，而设
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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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今注今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主编：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祖籍南朗王屋村。 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庐，
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1912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1912年
，由胡适推荐到商务编译所工作。
注译者：屈万里，台湾著名学人，　一生致力于教学及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和甲骨文研究工作，成绩卓
著，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汉魏石经残字校录》、《诗经释义》、《古籍导读》、《书佣论学集》
、《尚书释义》、《图书版本学要略》、《〈殷墟文字甲编〉考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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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今注今译》

编辑推荐

　　《古籍今注今译系列：尚书今注今译》是台湾最为知名的《尚书》注译本，是台湾“文复会”复
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倾力之作，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院及院士屈万里注译。书中对《尚书》原文保
留了繁体风格，并与译文、注释在一页中一一对应，方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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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今注今译》

精彩短评

1、很好的书，推荐。。。。
2、帮同事买的，据说很有意思
3、现代文跟古文对照，翻译的挺好。
4、古者凡公文及函札皆名曰书。《尚书》诸篇，大部分为古代之公文，故先秦但称此书曰《书》。
尚书者，意谓古代之公文也。
“文复会”简介：台湾文化总会的前身是“文化复兴总会”，它是为了因应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破坏，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宗旨，而设立起来的。为了反制文革，总会特地请当时最好的学者
，对四书、诗经、周易、老庄、春秋等进行今注今译，以推广典籍阅读。当时聘请的学者，包括了南
怀瑾、屈万里、林尹、王梦鸥、史次耘、陈鼓应等，堪称一时之选，连续出版了诸子百家的经典。
    主编：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祖籍南朗王屋村。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庐
，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
长，1912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1912
年，由胡适推荐到商务编译所工作。
注译者：屈万里，台湾著名学人，　一生致力于教学及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和甲骨文研究工作，成绩卓
著，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汉魏石经残字校录》、《诗经释义》、《古籍导读》、《书佣论学集》
、《尚书释义》、《图书版本学要略》、《〈殷墟文字甲编〉考释》等。。
5、优点是简明易懂，当然缺点也有，针对的读者群体不一样。
6、这个商品不错复兴中华文明
7、很好的尚书版本
8、尚书是书的老祖先，实际上“书”这个字最早指的就是尚书，由于年代久远，老祖先留下的文字
智慧，汉朝人就读不太明白了，于是无数先贤皓首穷经，发展了中国独特的注解体系。这本尚书今注
今译，联通诗经今注今译，完全能能说是用现代文对经典最权威正统的解释，读尚书诗经就该读这个
系列，其他的都是浮云
9、注解详细，物有所值，非常不错的一部对尚书的注解之作。
10、这本书是学习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一个入门之书，值得购买哦
11、目前除了中华书局《尚书译注》外，最适合尚书入门者读的译注版本了。台湾学者在训诂、文献
功底上比大陆更好。
12、译注都非常精彩，屈万里先生的东西大陆还值得进一步引回。周书在我读来形如建国初的几大纲
领几大纪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乎殷商输得之快，连周人自己都不敢相信。
13、台湾商务印的这套书是很不错的，希望早日出全
14、书刚到手，大致翻了一下，很好，很舒服，注释详尽，价钱又那么低，可以说超值。
15、当时上法制史的课时买的，传统文化典籍还是有必要看一看的
16、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书，质量有保证，内容也很好！
17、此书通俗易懂，排版干净，性价比很高，值得购入。
18、读了前几篇，我觉得还是中华书局的王世舜、王翠叶版比较好，二王的本子较为细致，屈本虽不
至于谬误，然粗糙而失旨。
19、好书值得收藏，买回来慢慢看，慢慢学。书的内容有点深奥，没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很难看得懂。
20、这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版本，翻译的经典书，版式也好，值得收藏！
21、相信商务！
22、算是啃完了。对读经有兴趣的，这个版本作为入门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不是特别好奇，不推
荐读尚书，太过艰深难解，养分也不能说大。
23、这个读起来好容易，其实也是拿来做参考书的= =比周秉钧那本容易好多啊，不过很多观点貌似比
较剑走偏锋吧，和相对主流的解释不太一样啊=  =
24、注释详尽，译文准确，推荐阅读尚书的好版本
25、书的质量很好，值得收藏~！
26、屈万里先生
27、很好的书，有白话注释，助于了解上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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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今注今译》

28、简体译本很不错
29、在看。版本很不错。讲解很详尽。印刷也不错。
30、权威版本，只是书有些被折了。
31、一直想找个好版本的尚书，收入值得
32、台湾对国学的把握还是很不错的，值得细读。
33、台湾的尚书译著质量不错
34、很详实，书生必备之书！
35、书的材质非常好，印刷好，内容好。值得收藏。
36、很喜欢，注释看起来比较舒服*
37、偶尔会堵你一下(⊙_⊙)
38、对岸学者
39、注释清楚，译文简明。非常不错。
40、幸好有注释，不然就看不懂了，多了解些古人的智慧大有裨益
41、先生虽已千古，而巨著将伴中华复兴大业，勇往直前。感恩，顶礼。
42、不错 版面舒服
43、需要一定的文学功底不够才能阅读领悟
44、阅读古籍是修身养性的途径。
45、《尚书》的版本甚多，这一本非常经典，用来与《尚书正义》，《尚书今古文义疏》参考阅读，
的确不错
46、值得一看的好书
47、好书，值得推荐，尚书,在六经中是比较难读的，古人用佶屈聱牙来形容，但此书为初学人开了方
便门，易于深入。
48、不愧为经典，应该多读一些。
49、质量，纸张都好，能看得出学术态度严谨，不是卖书的。
50、记得几年前在图书馆港台图书部看到屈万里先生的这本书，细细的翻阅再三，和大陆的研究正好
可以互相印证。没想到大陆也能加以出版，可惜不是原版影印。
51、解释的很好，很权威，虽然没有祥细的训诂，但很让人信服。就是简体版不好，这类书最好是繁
体。
52、其实我。。。是屈爷爷的粉条。
53、不得不说，《尚书》里有很多篇章对现在仍有宝贵的价值。
54、汲古深求今古文，江天万里一渠分。斯人斯疾终遗恨，岩穴深处有老人。
55、这套书的大陆版还有一本《左传》在哪里去了呢？
56、经典 收藏之
57、选取了28&amp;amp;amp;ldquo;真篇&amp;amp;amp;rdquo;《尚书》，版式不错，方便阅读，注释和
译文都有
58、看看海峡那边的水平
59、为了收藏，以经有了重庆出的一部分书。
60、通俗普及版的！专业的也值得一读！
61、儒家经典，必看。
62、书是好书，整体印刷质量也很好。翻译上虽然有些瑕疵，但是也在所难免，毕竟现在的文字学还
是不能够完全契合古人的思想。
63、今注今译中目前最好的一本。
64、书的翻译排版都不错，看起来很方便。。质量更是没话说。。。
65、解释的很详细，很容易就看懂了。对于没读过尚书的我来说，确实不错。
66、高一读
67、好。。。。。。。。 。。 。
68、和王世舜那本比较，屈先生这本注解更全一些，而且译文更为连贯。作者对每篇文章的诞生时间
进行了简短考订，但缺少对内容的结构划分，初学者不容易把握文章层次。
69、通读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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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很好的书，不过正文都是简体字，这个其实可以说明一下的。当然网上可以下载台湾原版的电子
书
71、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白话。。才知道这书成书这么晚谁给讲讲里面有多少孔老夫子的影响？
72、印刷不错，读起来有油墨香，就是喜欢这样的纸质书。
73、写的太好了，喜欢，非常喜欢，特别喜欢
74、慢慢研读中。
75、经典，大家写个大家看的，应该收藏！
76、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本书，这本还是最适合尚书入门者读的译注版本了。
77、现代人还是需要一些这样的书。非常好。质量上乘！
78、虽然自己觉得古文功底不错，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只是在词章上打转转；度过尚书礼记
之后，才觉得自己的浅薄；四书五经，值得细细品味啊！
79、台湾的这批国学大师编著的这套书很好，译文在内容的旁边，下面还有注释，很喜欢！
80、版本好，推荐。排版合理，便于阅读。
81、屈先生的大作
82、“今时既堕厥命”
83、屈萬里先生在《尚書集釋》裏對本書多有修改。而彼書無翻譯。
84、好书，好版本，期待已久，终于得读。
85、字大,有拼音,正版,算很好的了
86、断断续续，读完这本书用了近一年。收获挺大的，更多的是在语感上。。。。
87、很不错哦。而且感觉字体和你喜欢
88、读古籍，对人的收获真的很大
89、《尚书》本身很难读懂，这本今注今译对我们理解《尚书》确实有很大帮助
90、尚书今译资料里面比较好的作品，值得购买
91、今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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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今注今译》

章节试读

1、《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7页

        皋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中出现这样的观点，又是如
此有力而优美的表达，使人不由对古人心生敬畏。
明：扬善。畏、威二字古代可通假，罚恶之意。

2、《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25页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周公所作多篇，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这句这种对未
来的忧患，对随时间流逝而慢慢怠惰的忧患。
唐太宗一代英主，开明专制的典范，尚于贞观中期就开始渐多兴作，纳谏也稍有勉强，何况他人。
那个所谓最不坏的制度，或许是根除此弊的唯一良药。

3、《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49页

        此段盘庚用百官的祖宗会降灾祸来威胁众人，可见商人的确好鬼神之说。国人的祖先崇拜，自然
也源于此。

4、《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14页

        ＂本篇乃成王迁殷顽民于雒邑，周公以王命告之之辞。＂其中多见威胁之语，可见亡国之人，股
栗于新朝之艰难。
其中提到＂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若非伪作，当惜其不传，以致夏朝之存在与否尚有争议。

5、《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51页

        朕不肩（任用）好货（之人）。...（你们）无总（聚敛）于货宝。看来贪腐问题，由来日久。

6、《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57页

        若涉大水，其无津涯。难怪如今摸着石头过河一直过不去，原因在这里啊！

7、《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46页

        尚书读的非常艰难，每每怯于开卷。
今天读完盘庚上篇，感觉就是领导在对造谣的下属发火。至于是什么谣言，好像不方便说；迁都的原
因，也是不清不楚。有点好笑。

8、《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4页

        尧典读完，觉得记性不行了。这一篇应该算是熟的了：史记里读过，资治通鉴前编里读过，资治
通鉴外纪里还读过，而且每次还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搞清了字义的，可今天一看，得，又全还给尧舜二
位圣人了！照旧得每字看注释，读得那叫一艰难。
和台版相比，简体版的排版算是厚道，把原文和对应的译文、注释排在同一页，省得前前后后不停翻
来翻去，功德无量！
奇怪的是，篇首关于尚书的一段介绍被漏掉了。应是无意为之。明天自己打印来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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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19页

        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10、《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80页

        此篇读至“殷小腆”，意即“殷小主”，指纣王之子武庚，始知徐鼒《小腆纪传》与《小腆纪年
》两书书名之由来。二书记南明史事，以南明诸帝为“小腆”，故名。

11、《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2页

        汝后稷(注：于省吾谓后乃司之反文；后稷，乃司稷也。)这条注释憋的我差点内伤，好久才悟懂，
然后默默加上了标点符号：于省吾（人名）谓「后」乃「司」之反文。。。

12、《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4页

        注1：八音，见11页注[2]。应为11页注[5]。

13、《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页

        开始读＜书＞。
尚书诘屈聱牙，自妥入门不易，所以选了这个＂今注今译＂的本子。

14、《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68页

        这个章盖得极为艰难。

15、《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52页

        此章言蚩尤用刑于无辜，则使苗民互相欺诈，＂罔中于信（没有合乎诚信的）＂。伯夷、禹、后
稷时狱官用刑公正，就＂罔不惟德之勤（没有不勤勉地遵守美德的）＂。
此中意味，大可鉴今。

16、《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41页

        读每篇小题中，以内容判断当篇成文之大体时代，很长见识。

17、《尚书今注今译》的笔记-第128页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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