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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项目定位和编纂思路阐述了选目思想、原则，总结了百部书目

的遴选主体、流程及细则，通过对选目成果的分类梳理，概述了选目的成果和意义：选目工作全面梳理中华传

统文化，打造了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体系。选目成果承载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所要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容，并为其他多种实施传承发展的重要工作和主要任

务提供了书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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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定位与选目思想

（一）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①与《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项目

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其

中包含了四个“讲清楚”②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两转”方针等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成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或简称《意见》）制定的理论指

导和重要遵循。《意见》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

则、目标任务。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讲明了为什么传承发展、传承发展什么、怎样传承发展（“三要素”）

的问题。《意见》虚实结合、宏观论述与具体项目相统一，既提出原则要求，又提出具体任务举措，确定

以实施工程的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设计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引领性的重点项目，《中华传

统文化百部经典》（以下或简称《百部经典》）项目便是其一。

作为具体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业的抓手型工程，作为在《意见》制定过程孕育产生的

中央宣传部着手推进的重点项目③，《百部经典》自其调研酝酿之初（2014年），就确立了高定位；通过

工程的具体实施，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目标、任务；透过项目成果深化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

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贡献力量。

（二）编纂思路与选目原则

项目启动之初，作为项目指导机构的中宣部会同文旅部，深入调研，联合项目编纂委员会、顾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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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吸收众多专家的意见，共同确立了《百部经典》的编纂思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意见》为指导，挖掘、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国家意志，

代表当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高认知水平，在精选、精编的基础上对有代表性的经典进行大众化、

通俗化的阐释解读，将《百部经典》打造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标志性项目和文化精品工程。贯穿“继

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服务当代，面向未来，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利于解

决现实问题，利于助推社会发展，利于培育时代精神和时代新人。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传承工程的编纂性项目，首要任务是解决

四个“讲清楚”之二、《意见》提出的传承发展“三要素”之二，即讲清楚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传承发

展什么。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卷帙浩繁，如何连通古今、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是传承弘扬传统文

化最难的一关，也是最需要的一环。以当代眼光审视古代典籍，把那些当时重要，对后世有长远影响，

具有当代价值，符合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解决现实问题，助推社会发展，适应人们现实需求，对

当今文化建设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经典选取出来，是编委会在工作伊始就达成的共识。书目的选取是阐发、

解读的前提，是编纂的基础，体现整套书的编纂思路。通过对《意见》核心要义的反复研读领会，项目

组在编纂和选目实践基础上，在项目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书目遴选的五条原则：一是遴选有助于治国

理政的典籍，二是遴选有助于修身立德的典籍，三是遴选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或根本精神的典

籍，四是遴选能表现中华民族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典籍，五是遴选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典籍。

二、选目工作流程与细则

（一）选目主体与双线并行工作制

《百部经典》项目实施采用五位一体的组织架构①，选目工作主要由作为服务机构的编纂工作办公室

协助决策机构完成。项目组一致认为，选目与编纂并行并重，需要同时推进两条工作线：一是选好百部

书目，二是推进首批书的编纂工作。由此，选目、编纂、出版均分批次滚动式推进。

选目流程基本遵从以下程序完成：由编纂工作办公室进行前期调研，根据主题类别进行学科内专业

咨询和书目征集，草拟初选书目，发请编委会成员推荐增补书目，并对初选及增补书目进行投票，占比

较高的书目作为暂定备选书目，提交编纂委员会主任进行勾选，形成备选目录，再次发请编委会成员投

票，经编纂工作办公室对投票进行统计分析，将票数较多、意见较为集中的书目提交编纂委员会会议进

行会上讨论，对待存有争议的著作，编委会拥有决定权。经过一次或多次会议议定，形成一批次入选书

目，纳入编纂计划。每一批次书目的确定会经过数次编纂委员会书目遴选会议和会下调研、咨询、投票

等工作，甚至在确定之后仍会出现反复增删调整。针对不同学科主题，编纂工作办公室会延请编委会成

员之外的相关学科专家推荐书目或与会予以指导。②自2014年初项目开始调研，到2016年4月8日项目启

动，至2019年9月19日第二十四次编纂委员会会议最终拟定暂定百部书目一百零二种一百册③，并于11
月 29日报送中宣部，正式选目工作历时三年半，经过八个批次反复筛选，历经二十余次编纂委员会会

议，基本完成《百部经典》选目工作。

（二）选目流程纪实

为更直观呈现近二十余次会议的选目流程和八个批次书目内容、数量、主题，以及渐次成熟的选目

①五位一体即指导机构、决策机构、服务机构、专家团队、出版机构共同组成编纂共同体。具体运作流程参考张洁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项目组织架构及运作特色》一文。

②编纂工作办公室就书目遴选工作广泛征求过项目顾问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多次延请编

委会以外专家就书目遴选进行深入研讨。如第五次编纂委员会会议确定第三批科技类选目会议上特邀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

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冯立昇列席。

③截至2022年底，本项目已出版六十种图书，虽然“百部书目”于2019年底已初步确定，然仍有部分未出版书目由

于各种原因，存在调整的可能性，编委会主任袁行霈先生认为，先入选，在实际撰写、出版过程中发现问题，亦可再作改

善。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百部书目”的确定要待图书出版工作全部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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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细则，以下列表示之（表1）：

表1 历次选目工作会议情况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时间/会议

2016/4/8 项目启动
座谈会

2016/4/9 项目编创
人员首次会议

2016/5/24第一次编
纂委员会会议

2016/9/19第四次编
纂委员会会议

2016/10/21 第五次
编纂委员会会议

2016/11/21 第六次
编纂委员会会议

2017/5/8 第九次编
纂委员会会议

2017/3/9 项目编纂
工作调研会议

2017/6/6 第十次编
纂委员会会议

2017/8/16第十一次
编纂委员会会议

2018/5/22第十五次
编纂委员会会议

2018/11/20 第十八
次编纂委员会会议

2018/12/11 第十九
次编纂委员会会议

批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书目内容

讨论书目选取原则等

《论语》《老子》《战国策》《乐府诗选》《墨子》
《颜氏家训》《唐传奇》《贞观政要》《稼轩词》《韩
愈诗选》《近思录》《诗经》《楚辞》《牡丹亭》《孙
子兵法》《孝经》《庄子》《史记》《坛经》《儒林外
史》《聊斋志异》

《尚书》《周易》《老子》《诗经》《论语》《墨子》
《孟子》《孙子兵法》《庄子》《荀子》《史记》《黄
帝内经》

《礼记》《左传》《春秋繁露》《资治通鉴》《国语》
《战国策》《贞观政要》《明夷待访录》《史通》《读
通鉴论》《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
《论衡》《颜氏家训》《近思录》《传习录》《日知
录》《楚辞》《文心雕龙》

《九章算术注》《伤寒论》《水经注》《齐民要术》
《梦溪笔谈》《营造法式》《王桢农书》《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周髀算经》《茶经》
《数书九章》《新仪象法要》《救荒本草》）

《九章算术注》《伤寒论》《水经注》《齐民要术》
《梦溪笔谈》《营造法式》《王桢农书》《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

1.《坛经》《大唐西域记》《太平经》《历代名画
记》《乐律全书》《古画品录》《曲律》《抱朴子》
（《弘明集》）
2.《天方典礼》《法书要录》备选

中宣部领导再次重申项目编纂思路和选目原则等

《坛经》《大唐西域记》《太平经》《抱朴子》《历代
名画记》《乐律全书》《曲律》《法书要录》（《黄
帝四经》《弘明集》《古画品录》）

《杜甫集》《白居易集》《韩愈集》《柳宗元集》《陆
游集》《辛弃疾集》《王安石集》《西厢记》《聊斋
志异》

《陶渊明集》《李白集》《苏轼集》《欧阳修集》《龚
自珍集》《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李清
照集》《关汉卿集》）

分析讨论当前既定书目，建议形成书目一百种

《孝经》《曹操集》《世说新语》《儒林外史》《新
书》《商君书》《元好问集》《赵氏孤儿》《文史通
义》《三国演义》《通典》《汉书》《周易略例》《张
载集》《后汉书》《畴人传》《湛然居士集》《法言》
《窦娥冤》《望江亭》《孟子字义疏证》《三国志》
《嵇康集》《水浒传》《四书章句集注》《海国图志》
《范仲淹集》《西游记》《红楼梦》《说文解字》《孙
中山集》（《单刀会》《王士禛集》《十驾斋养
新录》）

数量

21

12

21

15

10

11

11

9

10

34

累计

12

33

43

51

60

67

101

备注

确定首批书目

确定第二批书目

末五种最终未入选

确定第三批书目

《弘明集》最终未入
选

确定第四批书目；
增收 《法书要录》
《黄帝四经》；末三
种最终未入选

确定第五批书目

确定第六批书目；
末三种最终未入选

末三种最终未入选；
《王维集》《诸葛亮
集》《王弼集》《人
物志》《王世贞集》
《尚书引义》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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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2019/3/14第二十次
编纂委员会会议

2019/4/3 第二十一
次编纂委员会会议

2019/5/24第二十二
次编纂委员会会议

2019/6/21第二十三
次编纂委员会会议

2019/9/19第二十四
次编纂委员会会议

八

讨论元曲遴选问题

1.《弘明集》《孟子字义疏证》《十驾斋养新录》
《湛然居士文集》待定
2.《王维集》删落
3. 《诸葛亮集》《王弼集》《人物志》《抱朴子》
《王世贞集》待定
4.《嵇康集》《营造法式》《王士禛集》《文史通
义》保留
5.《尚书引义》更换为《读通鉴论》
6.《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乐律全书》《曲
律》待定

《弘明集》《湛然居士文集》《孟子字义疏证》《十
驾斋养新录》《林则徐集》《商君书》《人物志》
《诸葛亮集》《王弼集》《抱朴子》《王世贞集》《海
国图志》待定

讨论小说类选目编纂相关问题等

1.《王维集》《文献通考》替换《王士禛集》《十
架斋养新录》
2.《单刀会》删落
3.《黄遵宪集》《林则徐集》增收

1 102

明确五条书目遴选
原则

确定102种100册替
换二种，删落一种，
增收二种

（续表1）

（三）选目细则概述

1.选目顺序和批次

鉴于选目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及编纂工作的进度，双线工作制及项目运作提出的试验和示范机制

要求首批书目尽快确定，必选书目与待选书目进入双线拟定轨道，“偏重先秦，体现广泛性、多样性”作

为首批书目筛选原则，必选书目成为首批书目，待选书目不断充实作为后续七个批次选目的备选总书目。

换言之，除必选书目外，其他书目历经层层筛选进入最终百部选目。如《弘明集》在第九次会议曾入选

第四批次书目，在第十九次会议被删落，在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建议增加，最终在第二十四

次会议上确定删落，未能入选。书目增删反复，选目原则和细则也是在选目编纂实践中逐次明确完善，

如关于元曲书目，在第二十次会议上议定不宜以单部剧目入选，可以《元曲选》入选，然最终《关汉卿

集》未入选，而是以《窦娥冤》《望江亭》两部剧目入选（一目两书）。又，第九次会议重申了“一目一

书”的编纂原则，即每部书独立成册，避免几部书合为一册，然而，最终总目有两部“一目两书”的情

况。①概言之，各类细则的制定、完善均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边实践边调整的辩证思维和方法论。

2.选目范围与学科

基于项目着眼于传统文化整体，不一定是古人所谓的“经典”，也不限于一家一派、一个领域、一个

学科，《百部经典》选目突破了传统的文史类、国学类、文化类丛书②选目范围，跨越时代，除了文史哲

艺之外，还覆盖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几大门类（古代农业、医学、算术、地理、建筑、考工等），选取了

反映我国古代科技领域的卓越成就，代表同时代世界范围内领先水平并兼顾读者接受度以及有一定整理

基础且价值突出的科技类典籍。③在文学类书目上，兼顾文学发展实际及各时代平衡，如第二十四次编纂

委员会议上，编委廖可斌提出，清人王士禛多师法王维，且文学成就不及后者，唐代是中国文学鼎盛之

①暂定选目中《窦娥冤》《望江亭》及《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为“一目两书”。

②如曾国藩著《经史百家杂钞》、梁启超著《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任继愈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季羡

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郑钦仁主编《文化中国丛书》及马新等著《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张成编著《国学经典诵读》、

杨永胜编著《国学经典全集》等。

③由于项目设定只选中国人的著作，不收翻译作品，因此晚清一些西学东渐的科技类翻译作品均未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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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建议增补唐人文集《王维集》以替换《王士禛集》。同时，为增加元代文学比重，编委建议增选《文

献通考》。因此，在表1所列最后一次选目会议上，《王维集》《文献通考》替换了《王士禛集》《十架斋

养新录》入选百部选目。

3.别集命名与结构安排

古代别集作者往往著述甚夥，为贯彻“熔古铸今，激活经典”的编纂宗旨，编委会要求解读人秉持

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钩沉发覆、辨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慎

重选篇。如第十一次编纂委员会会议第五批文学类书目遴选时，袁行霈先生就提议先择选其中最为大众

接受、注释难度较低的典籍。编委会也一致认为，所选书籍既要是经典，又要经过注释和解读为大众接

受，化繁为简，通俗易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一直以来被奉为经典的篇章应选入；过去或许不

甚重视，但对当代社会具有参考意义的篇章应选入；过于艰深的篇章可酌情舍去；今天被证实缺乏科学

性、与当代社会较为脱节的篇章也可舍去。书稿要做到准确简明、深入浅出，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别

集书目以作者命名，因此最初入选的《湛然居士文集》《稼轩词》最终命名为《耶律楚材集》《辛弃疾

集》。作者重要、文章影响力大，但没有适合的著作或文集可以入选者则放弃。内容编排遵从底本实际，

充分尊重解读人节选结果，不严格统一，如《王维集》目录按照《王摩诘文集》的结构编排，不采用编

年和未编年的结构。如大部分作者著述丰富，节选也不再限于某部著述，如《陆游集》所据原典《陆放

翁全集》包含七种典籍，《陆游集》在此七种典籍内遴选篇目，按典籍名称依次编排，并遵从以上典籍内

作品的原有顺序。

三、选目成果与意义

（一）选目工作全面梳理中华传统文化，打造了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体系

通过对《百部书目》成书年代及四部分类的细化排序和数量统计，《百部书目》成书年代上起先秦，

下至辛亥革命，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八个时段划分来看，选目均衡分

布，又以先秦数量最多。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共三十二个二级门类，儒家十三经入选八种，起自孔孟，

接续朱熹理学、阳明心学，以讫戴震批判理学，贯通而下；史部传记、编年、纪传（断代、通代）、史

评、政书、杂史、考工、地理（外纪、游记、山水）八大类，覆盖八个成书时段上下五千年历史；形成

学派的诸子百家有八家入选，儒释道三教兼备；集部数量占四部之首，文体涵盖楚辞、诗词、传奇、杂

剧、小说、曲律、诗文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入选的各时代代表性文体、文人、文集呈现出文学史的

脉络。以现代学科细分，则囊括了文、史、哲、政、经、法、天文、地理、科技、医药、宗教、艺术、

中外交通等五大学科门类中的若干小类。为更好地呈现百部选目对中华传统文化“史”与“类”的纵横

梳理，以下表（表2）示之：

表2 百部选目分类统计表

136



（续表2）

徐 慧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书目遴选与成果述要

137



2023年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第1期
（续表2）

以代表当代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国家文化工程构建的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体

系解决了四个“讲清楚”之二——五千年中华文明到底创造了什么，回答了《意见》里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的主要内容的载体具体有哪些。这不仅直观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是我们与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合作对话的思想宝库，也是民众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获得增强的深沉力量。也只有透过

系统、专业的全面梳理和对其文化价值内涵的深入挖掘，才能真正合理、客观地阐发出中华文化的历史

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

（二）选目成果承载了《意见》所要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容

《意见》内容中的传承发展“三要素”之二概括了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容，即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并具体细化为若干核心术语（见表3第
二列，详见《意见》全文），经笔者一一梳理溯源，这些关键词几乎无一例外来源于百部所选书目，具体

以下表（表3）示之：

表3 中华文化核心术语溯源统计表

主要内容

思想理念

核心术语

修齐治平

百部书目/作者

《礼记》

出处/来源

《礼记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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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美德
担当意识
荣辱观念
社会风尚

中华人文精神
处世方法
教化思想
生活理念
美学追求

尊时守位
（遵养时晦）

知常达变
（达权知变）

开物成务

建功立业

革故鼎新

与时俱进

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

惠民利民
安民富民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
（仁义礼智信）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精忠报国
振兴中华

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

自强不息

敬业乐群
扶危济困
见义勇为
孝老爱亲

求同存异

《诗经》

《后汉书》

《周易》

苏轼

《周易》

《周易》

司马光

《尚书》
《韩非子》
《水经注》
《荀子》

《老子》
《淮南子》
《黄帝内经》

《孟子》

《日知录》

孙中山

《尚书》
《论语》

《论语》
《管子》

《周易》

《礼记》
《水浒传》
《论语》
《孟子》

《礼记》

《诗经 •周颂》：于铄王师，遵养时晦。

《后汉书 •贾逵传》：《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

《周易 •系辞上》：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
冐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上两制书》：惟古之圣贤建功立业，兴利捍患，至于百工小民之事
皆有可观。

《周易 •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周易 •兼义下》：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邵雍《闻见前录》卷十八：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
‘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公深以为知言。……康节又曰：‘君实九分
人也，其重之如此。’

《书 •泰誓中》：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韩非子 • 外储说右上》：景公问政于师旷曰：‘太师将奚以教寡
人？’师旷曰：‘君必惠民而已。’
《水经注 •济水》：充国惠民，安得湮没而不章焉？
《荀子》：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

《道德经 •上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淮南鸿烈解·精神训》：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

《孟子 •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
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
二者。
《孟子 •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
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

《日知录 •正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
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兴中会章程》：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尚书 •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论语 •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 •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管子 •牧民》：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
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
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
不生。

《周易 •上经乾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礼记 •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
《水浒全传》第五十五回：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
然如此义气。
《论语 •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孟子 •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礼记 •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
则流，礼胜则离。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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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

形神兼备
情景交融

俭约自守
中和泰和

《论语》

韩愈
《周易》

《荀子》
《文心雕龙》

《尚书》
《法言》

《论语 •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
者，不也。
《周易·上经噬嗑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

《荀子 •天论》：形具而神生。
《文心雕龙 •物色》：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书 •周官》：恭俭惟德，无载尔伪。
《法言 •孝至》：或问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

（续表3）

《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阐明为什么、是什么、怎

么样。作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进行国家文化工作的顶层设计，作为实施工程的百部选目，表3的溯源

统计为《意见》的精华要义提供了元典支持、文献保障。虽然很多先秦典籍因其“经典性”毫无争议地

必定会是各类丛书的必选书目（《百部经典》的首批书目除《黄帝内经》和《史记》外全是先秦典籍），

但是这样的高匹配度和全覆盖率也从反面验证了项目组编纂思路和选目思想执行《意见》的彻底性和完

整性。以上核心术语较多源自先秦典籍，也是缘于这些较早的文字典籍经过时间的洗礼、历史的沉淀，

成为源远流长的文明之“源”，成为中华文化之根、之血脉、之基因，成为后世文化发展传承和追根溯源

的起点。传承中华文脉，寻求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就来源于这里。

以上着眼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工程的典籍选目，因其高站位和普适性，其选目成果同时也为

全民阅读、全民诵读、国民终身教育、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课程、中华文化公开课以及当代文艺创作

等实施各种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工作、重点任务提供了最优最泛的书目参考，几乎可以贯穿

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又因其多学科的覆盖率，可以全方位

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实现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

借由选目选篇及当代性研究阐释工作的最终成果，以整理出版化身千百的方式实现古籍文物的再生性保

护，以优秀的文本内容建设助力传承发展的多项创新性拓展性建设性重要任务，选目工作和选目成果无

疑都首建奇功。

【责任编辑 林奕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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