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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要撰著一种新的中国通史，并探讨了这种通史的体例和方法
。
此后，相继出现了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钱穆的《国史大纲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代表性著作。
这些通史之作各有特点，为中国史学研究和史学教学作出了贡献。
　　1994年初，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高教司提出重新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任务，并指出教材建设是面
向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内容、方法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高教司要求我们：(1)将中国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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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
教材和教育部历史学科“九五”规划教材。
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本卷集中论述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泰汉三国时期的历史。
重点分析了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形成，和适应封建主义政治的文化建设取得的划时代的
成就的原因，展示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概貌。
并对中国历史上以分裂和动乱为主要特征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时代做了客观的叙述，肯定了此时社
会文化发生的重要的历史进步。
全书文字精炼，详略得当。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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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原则在汉初典籍中有集中的体现。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可以看到所谓“至正者静，至静者圣”，“善为国者，太上无刑”，“
重柔者吉，重刚者灭”等，都反映了这样的政治思想。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政治成功往往有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可以发现，在某些历史背景下，中国带有原始朴素色彩的“重柔者吉”的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生
活中，其实有时可以表现出有效的作用。
汉初政治的成功就是例证之一。
“无为而治”的思想，当时曾经占据着正统的地位。
成书于汉武帝初年的《淮南子》一书，可以作为汉初思想的总结。
其中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阐述了这一思想原则。
在行政实践中推行这样的原则，就应当“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做到“上无苛令，官无烦治”
。
无为政治表面看起来仿佛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但从某种角度看，其中却透露出一种科学的客观主义的
精神。
汉文帝对秦代的刑罚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1.秦法中，大多数罪人都没有确定的刑期，服劳役者往往终生不能解脱。
汉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节的轻重，规定不同的服役期限。
罪人服役期满，则当免为庶人。
2.秦法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甚至处死，轻者则没人为官奴婢
。
这一制度，称作“收孥相坐律令”。
汉文帝对这一法令明令予以废除。
3.秦法规定，对罪人行施黥、劓、刖、宫四种残酷的肉刑。
汉文帝诏令废除黥、劓、刖三种肉刑，改以笞刑代替。
汉景帝时代，又进一步减轻了笞刑。
上述法制改革的后两项虽然并没有得以完全落实，但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的许多官员能够执法
宽厚，断狱从轻，于是狱事比较清明，刑罚比较简省，一般民众所受到的压迫可能较秦代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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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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