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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
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就有了历法，这时中国正是新石器时代的
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
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此时有了最初的图形文字，并在公元前3200
年左右开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3200年形成了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三知年在幼发
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2870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界石，埃及的第三王
朝（公元前2780——2680年）开始建造金字塔。
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2550年前后。
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
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
尔王朝的的踪影。
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
从公元前1680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
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
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
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
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传说是否确实，学术界沿无一致意见，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
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
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18世
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原苏联的领土是2240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
中国相比，那就与现实的数字完全不同了。
1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扩大的领土，建
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到12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1223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账汗国的一部分，汗
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
16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1667年，吞并东乌我兰和基辅的事实得到了波兰
的承认；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年夺取克里米亚。
17世纪俄国扩张到亚洲，18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19世纪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至于原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
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回顾历史，中国还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界的纪录：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
春秋时期（前722——前481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
续到今天。
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
考古发现的证实。
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但一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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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
自汉武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1911年
）。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
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
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越来越广。
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
：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
这是一项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讴歌、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也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
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于他们的
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
在统一范围之外的已经不是文明社会。
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
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
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价值提出了疑问。
到了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
袱，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
都是，还是都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的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立场上实事
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今天
的影响。
　　作为20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
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21世纪的世界上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
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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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的增订版，在修订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作者的增订版
自序和三篇约五万字的相关文章。
 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是作者二十多年来一直思索的重点问题，作者以理性的思考来审视中国历史上
的统一与分裂，提出如何认识统一时期的消极因素和分裂时期的积极因素，并面向未来，提出了作者
独特的见解。
 本书史料扎实，分析深入，视角鲜明，见解独特，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中国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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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委员会委员、
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
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出版学术著作《西汉人口地理》、《统一与分
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移民史》（第一、二卷）、《未来生存空间
·自然空间》、《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等，普及读物《中国历
代疆域的变迁》、《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亿兆斯民》、《泱泱汉风》、《泱泱中华》、《滔滔
黄河》、《历史学是什么》，传记《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散
文随笔《往事和近事》、《天地玄黄》、《看得见的沧桑》、《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
记》、《剑桥札记》、《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临机随感》、《走非洲》、
《梦想与现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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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增订版自序引言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九州的传说和现实一厢情愿的“天下”第二章　分与合历史上
的中国分合大势之一分合大势之二第三章　分合的标准何为统一何为分裂第四章　天命与人事受命于
“天”有民斯有土民以食为天殊途同归芸芸众生与风流人物第五章　千秋功罪社会财富的投向行政效
率和治理分裂政权的贡献乱世岂止出英雄结语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附录二　再
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附录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统一与分裂>>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
贡》，一开始就写道：“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
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
　“肇”是开始的意思。
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
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
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
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
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
直到现在，一些人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划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
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
清诗人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
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
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
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
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
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
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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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不以惯例，不以王朝起迄为统一的终始，不以定论成说为立论的依据。
返观纷扰的昔日天下，立足真实的历史疆域，用凝练的笔触，厘清统一与分裂的长度，诠释统一与分
裂的标准，穿透千年时空隧道追寻中国历史的分分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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