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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全译》

内容概要

《二十四史》中佶屈聱牙的古文不再让人望而生畏，由全国古籍专家、学者历时十余年精心编纂完成
的近亿字皇皇巨着———《二十四史全译》，近日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把二十四史全部翻译成
现代汉语是古籍整理领域的一项新成果，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大胆尝试。
《二十四史全译》是国家“ 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项目。全书近
亿字，收自从《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史书，共分88册，由着名语言学家许嘉璐任主编，着名文
史学家安平秋任副主编，参加整理、今译的作者200多人，都是全国各高校文史研究的专家、教授，他
们中有着名学者章培恒、黄永年、曾枣庄、倪其心、李修生、杨忠等，强大的编、译阵容为本书的高
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这项工程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八年，完成
了全书的整理、今译。此后，全国 20多位专家、编辑又用五年的时间反复斟酌、修改，统一体例、精
心校对，终使这项“前无古人”的文化工程打上了圆满的句号。全书具有译文准确、校勘精到、整理
严谨、文白对照的特点，是迄今为止最全、质量最高、阅读最方便的史书译本。
《二十四史全译》的编撰出版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肯定。有关专家认为，把二十四史全部
翻译成现代汉语是古籍整理领域的一项可喜的成果，《二十四史全译》的出版有益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弘扬和传承，它的出版必将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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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全译》

精彩短评

1、10.1—3.27
2496千
2、这套全译本比较靠谱！尤其是前四本，用处很大！
3、如果前84卷读的是这个版本就不会用那么长时间了。
4、校正准确，文白对照，明白如话，很好的入门读物。
5、譯得還行，但相比於中華書局版，有錯字
6、许老的力著还能挑三拣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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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全译》

章节试读

1、《二十四史全译》的笔记-第1页

        　再版序 
杨冠三 

《二十四史全译》二〇〇四年一月初版，至今九年，三千套书早已全部售罄，决定再版，同时出版这
几年组织编写的《&lt;二十四史全译&gt;纪传人名索引》和《二十四史导读》。此时，不由地想起十几
年来，许许多多认识的不认识的读者及非读者朋友，对我做这件事的关注。《全译》出版后，有媒体
给予高度赞扬，有素不相识的读者撰文对我和我的同事们表示感谢，也有很熟悉的朋友对我持嘲讽和
批评的态度。我想趁再版之机，向这些关心我的朋友们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第一次听说二十四史全译项目：由开国元老倡导，著名史学家顾问，全国高校古
籍文献整理机构和史界名家参加，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说该项目亟需资金。当时我一口回绝。不
是我不知道二十四史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中“惟一”的地位，而是不理解，这样一个关乎民族历史
、国家文化战略，投资大、周期长，很难产生经济效益的大项目，为什么国家财政不支持，而要由个
人投资？ 
三个人帮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帮我坚持下来，完成了这么一件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大事。 

一 

《二十四史全译》的主编许嘉璐先生是个有见识的学问家，讲起话来从容、睿智、旁征博引、铿锵有
力，他说理时的逻辑性让你的思维跟着他走，他讲话时的激情让你热血沸腾。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京
城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以后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又倾听他多次，用茅塞顿开来形容是很恰当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全译？人就在历史之中，任何事情过了今日就成了历史，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之中国合
乎逻辑的延续，《二十四史》是历史延续的最重要的载体。以梵语为例，梵语是古印度的标准书面语
，在最具代表性的四种古代语言中，梵语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语，远超过希腊语和拉丁语，然时至今
日，梵语的四大圣典及两大史诗，已经少有人能读懂了，只能供少数学者研究之用。古汉语的经典，
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护，代代传承，很有可能重蹈梵语经典的覆辙。危险是现实存在的，这件事儿现在
不做，以后恐怕想做也没人能做了，因为能够翻译《二十四史》的人，要熟悉中国历史，通晓古汉语
和现代汉语。对于天文、音律等专门学科的翻译，除文字功底外，还要具备古代和现代的相关专业知
识。而“当今学者，术有专攻者不乏，而渊博旁通者盖寡”，能担此任者，屈指可数，且不少是年逾
古稀的老人。 
我突然发现，我真的就在历史之中，而且是在一个重要的时点上。这是关于中华文明传承和抢救的大
事。如果后人说起，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历史机会，拱手送到一个人面前，他却袖手不理，那这个人岂
不是一个茫昧迟钝的人，乃至成为一个历史罪人？每念及此，不免会出些冷汗。 

二 

《二十四史全译》的出版总编辑孟繁华先生和我相识三十余年，于我亦师亦友，也是一位认真做学问
的人，博古知今，落笔如神，却又儒雅谦和，彬彬有礼，人称孟夫子。他既是编译、编审，又是总编
辑，也是录入、校对、出版、组织、协调的实际主持人。他来找我谈投资，不应则已，应下来就是毫
无保留，义无反顾。因为我们是共过患难的朋友。 
好朋友处事，有时就不讲规矩，第一笔付给编委会的钱四十万，孟繁华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来人取走
了支票，没有任何手续，连白条都没打。过了一年我才知道，二十四史全译原来是一位很有实力的房
地产商要做的，后来放弃了。为做这个项目，我们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合作伙伴据说是资金雄厚的
文化商人，要求控股，但没到半年又要求撤股。这些我都没在意。本来计划一九九九年六月交完最后
一批稿子，两千年前付印出版，可到了二〇〇二年，还有相当一部分稿子还没交上来。我真有点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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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全译》

，亲自过问，到编辑部去上班，才搞明白，这原来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浩大工程。 
全译的作者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武汉、南昌、广州等地。有的说稿子做完了，丢了，必
须从新做起；有的人没有做完，生病了、出国了，必须另请人做；有的做完了，但和出版的要求不一
致，必须大幅度修改。为了减少反复，公司编辑部派专人，夏天，汗水淋漓，拉着装满稿子的箱子坐
火车去各地，和作者沟通。编辑部本身有一份《工作通讯》，对翻译、编辑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
对编辑中的重要修改词句要列表，注明原文、原译文、拟改、审定，为一语而思忖，为一词而踯躅。
有时审而难定，相互切磋，或另商高明，或再查源出。以信达雅为标帜，视硬伤如仇寇。排版、字库
软件，远不如今日成熟，须造字近万字十余万字次，文字变动引起版式变动，都可能产生新错误，有
的要校对十几次，诚如前人所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这不是一般出一部大书，这是一批认真的
人在集体做学问，在精心打造一部鸿篇巨构。现实中时光静静流逝，他们则淡定面对历史。我彻底绝
望了，希望说服这样一批人在这样一件事上加快速度不过是一个妄想。 

不经意哪一天，我在孟繁华先生的办公室看到一只由天然树根自然生成的大木龟，龟背上满是凸起的
木瘤，刚刚从井冈山托运回京的，桌上有两页刚劲有力的字： 
井冈有大树，不知其岁。其冠参天如云，赖有此根。养分水分，点点滴滴缕缕，上达于枝叶。时有干
旱，根扎愈深。遇礓土顽石，或盘而绕之，或寻其微隙，穿而行之。年年岁岁，不见天日，委曲坚忍
，难以名状。诗云：窅兮冥兮，龙兮龟兮，负天载地，永不止息。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太古中来，混沌鸿蒙，遙乎其岁，邈乎其程。体匍匐而昂首，履泥淖而澄明。创痍满体，失志如一，
蹒跚复蹒跚，不知其所终。 
指龟言志，还是第一次见到。就在那一瞬间，我彻底打消掉关于说服、动员、重订工作计划、合理安
排时间、尽可能提高工作效率的所有念头。我郑重、真诚地对孟繁华先生说了一句话：“你放心，我
一定坚持把这个项目做完。” 
三 
与《二十四史全译》看似毫无关系实则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是我的父亲杨承裕先生。我父少年时本一富
家子弟，才华横溢，酷爱诗书。 
日寇来犯，遂书生拍案，弃笔从戎，黄埔毕业翌日,即与日军生死相搏；自此，奋不顾身，南征北讨，
守宜昌、下松山，两次入缅作战，在名垂青史的中国远征军中，多次负伤，多次立功。后半生却因这
一段光荣历史受尽磨难。最长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最令父亲痛心的是抄家焚书，祖传的一部《二十
四史》和数十种古籍被付之一炬。 
我非富豪，凭一己之力恐难完成“看不见尽头”的跨世纪工程。我和妻子赵文新女士商量，去找我俩
最敬佩的父亲谈。凭父亲的睿智和胸怀，其实无须多谈，凭父亲在我兄弟四人心中一言九鼎的地位，
也无须多商量。我大哥杨冠琪、二哥杨冠群、四弟杨冠平，二话不说，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筹措资
金，并专门为《二十四史全译》成立了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由我任董事长，杨冠平任总经理
，不知天高地厚地干起了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项目、全
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 
父亲一直鼓动、激励、支持我倾全力完成《二十四史全译》。但二〇〇四年出版之日，父亲已病重，
没能翻阅这部煌煌巨作。二〇〇八年，父亲病逝，墓碑上深深地刻着我为他恭写的挽联：忠义方正，
投笔从戎御倭寇；厚德载物，教子修史砺千秋。 
父亲的名字当之无愧地与《二十四史全译》并存。 

《二十四史全译》出版后，我先后赠送给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会
图书馆，泰国诗琳通公主等，荣获好评。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庄芳荣先生特意致函：“《二十四史全
译》，煌煌大作，规模恢宏，装制精雅。惠我馆藏，无任感佩。二十四史，全译对照，打通古今，入
史出史，方便众人。嘉惠当代，贻惠将来，传布历史，厥功甚伟。至为铭感，特以此函，谨致谢忱。
” 

书就要再版了，不由得想起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向国家图书馆赠书仪
式上我的致词：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许嘉璐先生、安平秋先生以及《二十四史全译》的诸位老师、全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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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公司，这样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重大的历史机会，使我们能够和传
承中华文化这样一个大题目联系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荣幸。还要感谢我的员工，记得第一套书面世时
，所有的员工列队鼓掌，有些女孩子流下了眼泪。人们常用“十月怀胎”来形容孕育一个婴儿的艰辛
，但七年怀胎呢？十年怀胎呢？我们现在对这部书就是这样一种感情。 
由我担任董事长的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名不见经传，但是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公司。 
第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七年的时间只出版了一本书，这就是今天我们赠送给国家图
书馆的《二十四史全译》。 
第二个特点，它是一个很“怪”的公司，公司开始的注册资金只有一百〇八万，以后不断增资，没有
一分钱的收入，却要大笔支出，每年要使用大量的现金，来支付工资，加班费、稿费、录入排版费、
编辑费、校对费等等；无偿使用家族中其他公司的资金、场地、人力；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从董事长
、总经理、总编辑到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兼职，至今为止，他们没有在这个公司拿过一分钱，反而还要
往里贴很多费用。每年工商局年检，都要专门作解释。 
第三个特点，它又是一个很“大”的公司，除了没有书号外，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社。因为它
把一部书出版的全过程都做到了，从选题、策划、创意、组织，到组稿、编辑、校对、定稿、封面、
版式设计、选购纸张、印刷、装订、出版、发行，甚至延伸到制作函套，打造明式书柜。 

我说这些话，是希望读者在阅读《全译》这部书时，除了品评史籍的厚味和译文风调以外，也能体会
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干专业活儿的认真、艰辛和难处。 

2、《二十四史全译》的笔记-第1539页

        1、读后感：太史公有包括宇宙之心，泰山鸿毛之论，而观之货殖篇，却无半点清高酸腐气，着眼
现实立论，说理精妙绝伦，且传记地理风情历历如画，叙人物事迹流畅自然。无怪有人赞曰：“读中
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潘吟
阁《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
 
2、原文摘抄：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
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
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
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以下论述尤为精彩。如“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岂独古有之哉？）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
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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