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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简称皇明通纪，省称通纪，是嘉靖时代著名史家陈建撰作的一部阴史专著，也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代通史著作。
它产生于危机四伏的嘉靖中叶，并以救危面目出现。
通纪比较真实地展示了明朝中二刚期政治演变的轨迹，能引导读者关注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
嘉靖以后，明代史学逐渐走出低谷，走向高潮，叙事史学成为发展的主流。
陈进通纪作为第一部叙事型明代编年史，出手就不凡，曾影响了晚明史坛近百年时间，是一部富有时
代光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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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皇明通纪》是嘉靖时代著名史家陈建撰作的一部明史专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代通史著
作。
著名史家谢国桢先生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称：“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
，遂成一时风气。
”该书是明代优秀的历史叙事作品，其特点是：思想性强，主线明确；叙事生动，对话相对较多，可
读性强；评说恰如其分。
因而，成为中国史学名著之一，受到《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的大力推荐。
该书原版第一次标点整理出版。
自隆庆五年（1571）通纪板遭禁毁以来，原版流传甚少，目前仅有一部原汁原味的嘉靖原刻足本存世
。
本书即据此整理而成。
《通纪》以单刻本形式整理出版，这在出版界是第一次。
《通纪》的学术价值、阅读价值巨大，是图书馆必藏、明史爱好者必备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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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明代）陈建 注释 解说词：钱茂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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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稀见史实记录。
通纪写作时，参考了杂史，故而也不同于实绿。
如成化二十三年，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事丘浚所著大学衍义补，得到皇帝的肯定，「仍命礼部发福建
书坊刊行」。
遣裹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大学衍义补首刊于福建。
二是当时明朝政府习惯将书籍发到福建书坊刊刻，从「仍」字来分析，应是常规。
某些特殊见识，也有可取之处。
如理学家陈选这个人物，前人注意不多。
陈建对陈选理学地位的评价相当高，后编卷十八，天顺二年称「我朝理学之士，薛文清碹、陈克庵选
为最」。
这个判断基本准确，刘宗周接受了这个观点，称「愚按先生躬行粹洁，卓然圣人之徒无疑。
⋯⋯通纪评理学未必尽当，而推许先生也至矣《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师说陈克庵选》。
第三，重视学术观点出处的注释。
文献的补注，可以扩充见闻。
有时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明史料的出处。
总体上说，古人不直接引用，而多间接引用。
陈建引用别人材料之余，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更像学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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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陈建通纪出版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一时风靡于世。
十六年后的隆庆五年一五七，皇帝一声令下，通纪板遭禁毁。
从此，原版流传越来越少。
万年以后，虽然出了不少重刻本或续补本，但多非原貌。
自民国初年以来，通纪的原刻本被陈伯陶、王重民认为已经失传。
民国初年，陈伯陶刊刻聚德堂之书，目录有通纪，但因找不到原刊本，只得放弃。
天下之大，难道通纪原刻本真的不传于世了吗？
这是我不太相信的。
从此，寻找通纪原刻本，成了我多年的一个业余爱好。
整理出版原刻本通纪，成了我二十多年的一大愿望。
我接触陈建通纪，是一九八五年的事。
那时，我随伧修良先生读研究生，准备主攻阴代史学。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著录多部续补咀疱之作，他高度肯定陈健通纪的历史地位，称明代史学，自陈
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
这话无疑是说，通纪是阴代史学勃兴的起点。
谢氏的这一精辟判断，成为我研究明代史学的切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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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皇明通纪(套装全2册)》：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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