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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启动18年
中华书局回应为何进度相对较慢

作为包括《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
“二十四史”是中国人普遍熟悉的典籍。清乾隆年代武英殿本

“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
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不过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
点，没有断句，读起来有一定困难。于是，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
稿》点校本”整理工程应运而生。从1958年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
的整理出版工作，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两百余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历
时20年完成，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

随着时间推移、资料更新，2006年，中华书局又启动点校本“二十四
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力图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覆核、文本校订，解
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并吸收最新学术成果，形成一个全新升级版
本。目前，该工程已经启动18年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
订工程的出版进度如何？这一直是不少读者非常关注的话题。

近日，中华书局在第36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专门举办了一场该修
订工程的“出版进度答读者问”活动，主动回应广大读者的关切。不少
读者关心的问题包括：2024年会出版哪部修订本？前四史中除了《史
记》外的三部史书什么时间能出来？几部大部头史书如新旧《唐书》《宋
史》《明史》修订的进度如何？

《明史》修订本的进度较快
预计2024年内集中完成编校工作

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二十四史修

订办）主任胡珂在现场回复说，目前武汉

大学魏斌教授主持修订的《北齐书》正在

加紧审读、编校过程中，预计2024年3月

份召开定稿会，争取上半年出书。读者

普遍关注的大部头史书中，《明史》修订

本的进度较快，预计2024年内集中完成

编校工作，争取2025年出版；部头最大的

《宋史》，由十几位宋史、宋代文献学者分

工修订，编辑部也将安排多位编辑加快

审读工作；《旧唐书》修订本由此前已经

高质量完成新旧《五代史》修订的陈尚君

教授团队承担，预计2025年交全稿；《新

唐书》修订本进度相对滞后，但预计2024

年内将会有实质性推进。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继海在活动

现场回顾了前四史点校和修订中的种

种掌故细节和曲折过程，让读者了解

到，由于前四史都存在着历代版本系统

复杂、前人校勘和研究成果丰富、原点

校本出版时间最早而体例不成熟的客

观情况，修订难度比后代史书更大，客

观上影响了修订进度。承担相关史书

修订的负责人都是既学问精深又认真

负责的专家，虽然目前仍难以给出准确

的出版时间点，但前四史修订本的质量

一定不会辜负读者的耐心等待。

有些读者很关心点校本“二十四史”

修订工程的工作流程和出版质量的保障

措施，对此，张继海介绍了修订工程通过

严格流程保障质量的原则。修订工程启

动之初，中华书局编辑部制定了详细的

修订总则、校勘凡例和标点分段示例等，

并要求承担修订工作的团队提交工作凡

例、样稿，经过多轮专家审核、沟通，形成

一致意见，以保障各史整体学术水准和

统一面貌。

为什么进度相对较慢？
多部史书修订实际上相当于重做

自2013年《史记》修订本出版，截至

2024年 1月，共计出版修订本13种，71

册。包括：《史记》（全10册）；《旧五代

史》（全6册）《新五代史》（全3册）；《辽

史》（全5册）；《魏书》（全8册）；《南齐书》

（全3册）；《宋书》（全8册）；《隋书》（全6

册）；《金史》（全8册）；《梁书》（全3册）；

《陈书》（全2册）；《周书》（全3册）；《南

史》（全6册）。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已经启

动18个年头，面对“为什么进度相对较慢”

这样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张继海也做了坦

率的回应。他说，修订工程并不是简单地

对原点校本做一些规范体例、修改编校错

误的工作，实际上很多史书，在底本、校本

选择，他校文献的补充、已有成果的吸收、

校勘尺度的调整等方面，提升空间巨大，

有多部史书修订实际上相当于重做。因

此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的难度，可以说

并不亚于最初的点校工作。此外，当年点

校“二十四史”时，承担者是集中精力全力

推进，甚至不少学者被借调到中华书局，

暂时放下其他任务专门从事点校工作，因

此进度有保障。而今天承担修订工作的

学者，往往还要承担种种其他研究和教学

任务，面临学术考核的压力，他们凭着极

大的学术热情和责任感，排除困难，努力

推进“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实属不易。

张继海和胡珂都表示，中华书局一

定会努力加快推进点校本“二十四史”修

订工作进度，不辜负广大读者朋友的关

心和支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中华书局供图

“写一首古诗犹如建筑/谋篇布局如

丈量空间/设计房屋进入诗的内部：犹如

进入殿堂/台基高大营造庄严/读者与作

者一同居此/自然养其浩然/写一首新诗

犹如谱曲……”

在寒冷的冬夜，当钢琴独奏与原创

诗歌朗诵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妙火

花？1月7日晚，青年钢琴家罗维在白夜

花神诗空间举办了一场钢琴独奏与原创

诗歌朗诵活动——“音符之上：罗维的演

奏与诗歌”。罗维在现场单独演奏了多

首乐曲，并与诗人翟永明合作了诗歌朗

诵。在罗维的钢琴伴奏下，翟永明朗诵

了罗维原创的诗歌作品，以及《随黄公望

游富春山》组诗节选。

在翟永明的主持下，罗维还分享了

她所理解的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以及一

位职业钢琴家是如何阅读和写作诗歌

的。在音乐之中感悟诗歌，在诗歌中理

解音乐，现场近百名听众收获了一个美

妙的夜晚。

罗维1998年12月出生于深圳，毕业

于全球音乐顶尖学府柯蒂斯音乐学院，

是格拉夫曼和麦克唐纳教授的得意门生

之一，是郎朗、王羽佳的嫡系师妹。她11

岁时获得波兰肖邦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

和德国拉赫玛尼诺夫青少年国际钢琴比

赛第一名。2023年她成为施坦威全球艺

术家，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发行

《罗维：凝望》独奏专辑，并开启《凝望·东

方》全国主题巡演。她17岁签约美国环球

音乐，被纽约权威古典音乐电台WQXR评

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9位艺术家之一。

音乐之外，罗维热爱并进行着文字、

诗歌与艺术创作相关的工作。诗歌《致

普罗科菲耶夫——灵与肉》被编选入由

中国诗歌协会发行的《时间之外的马车

——中国2021年度诗选》，她的多篇散

文也发表在《三联爱乐》《国家大剧院》等

刊物上。

谈到音乐与文学的异同，罗维说：

“音乐与文学不一样，音乐的妙处在于它

的抽象与广泛。西方作曲家将‘东方’作

为具有异域风情的审美灵感而进行再创

作，巴拉基列夫、德彪西、格拉纳多斯、阿

尔班尼兹、巴托克……他们眼中的‘东方

’和‘异域’美轮美奂，如同多棱镜，千人

千面，各不相同。于是，这张专辑《凝望》

也将是一面镜子，在月光下、森林中、港

湾、户外、山岭、小桥上，照射出音乐的诗

意意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翟永明与钢琴家罗维合作 在“音符之上”感悟诗歌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
已出版的《史记》。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
工程已出版的《南史》。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已出版的部分。

中华书局答读者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