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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
并茂的著作。
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
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
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
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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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
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
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  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
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
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
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
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
书很难达到的。
    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  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
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
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
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
史学与考古学两 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
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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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蚊即位，是为建文帝。
建文帝仁柔少断，许多藩王——建文帝的叔叔们拥兵白重，窥视皇帝的宝座。
其中，以年长势大的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的野心最大，他在自己的封地暗中厉兵秣
马，虎视眈眈。
在这种情况下，建文帝身边的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说服建文帝采取削藩的手段，先后把周王、代王
、齐王、湘王等人贬为庶人，最后把矛头指向燕王。
　　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在得到建文帝即将对自己动手的情报后，便在北京正式起兵，打着
“清君侧”的旗号，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帝得到燕王起兵的消息后，连忙派大军北上迎击。
两军大战于真定、济南等地，燕王先胜后败，数次处于危险境地，但因建文帝在出兵前屡次告诫诸将
“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明军不敢置燕王于死地，使他得以侥幸逃脱。
　　建文三年（1401），燕王重整旗鼓，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大败明军。
建文帝驱逐齐泰、黄子澄等人，企图平息事端。
但燕王并不满足，继续率军南下，直指南京。
次年六月，燕军渡过长江，进抵南京金川门。
金川门守将开门迎降，南京失陷。
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与诸妃在宫中纵火自杀（一说出逃为僧。
是为历史上一大谜案）。
　　燕王占领南京后，发布安民告示，全国传檄而定。
建文旧臣有的投降，有的逃跑，有的自杀殉难，那些不肯屈服的则遭到燕王的血腥屠戮，祸及九族，
名士方孝孺甚至被诛杀十族（九族以外加上门生），上演了一出历史惨剧。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
建文帝时任侍讲学士，以才学闻名。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之一，建文帝对他十分尊重。
遇到什么国家大事，建文帝总是要征求他的意见。
建文帝好读书，有了疑难问题，总要请方孝孺为自己讲解。
临朝奏事，或行或否，经常让方孝孺在御前拟旨批答。
燕王起兵之后，朝廷所有的讨燕诏檄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燕王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拒不投降，闭门不出，并为建文帝穿丧服，昼夜啼哭。
燕王久闻方孝孺的学问，试图召用他，但他不肯屈从。
燕王要他拟即位诏，方孝孺宁死不从，当着燕王的面投笔于地，一边哭一边骂道：“死便死了，我是
决不会拟写诏书的！
”燕王按捺着火气道：“你一个人死了也就罢了，难道你不顾惜九族吗？
”方孝孺以更大的声音答道：“即使是十族，我也不写！
”燕王顿时大怒，恨其嘴硬，命令左右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然后下到狱中，并大肆搜捕
其宗族门生。
每逮系一人，就把他推到方孝孺跟前，但方孝孺却连头都不回。
最后，方孝孺连同他的“十族”全被杀害。
　　燕王在血泊之中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建文四年（1402）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次年为永乐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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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广州日报》慧远 2009年4月——《文物中国史》：活色生香看历史　　所谓“文物中国史”，
即是以现存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既需要以大量文字勾画出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也需要以
丰富的文物图片与之相互佐证。
作为一套图文相辅的中国通史著作，《文物中国史（全八卷）》最值得称道之处首先即是它的权威性
。
这套书的图片，以优美、典型的文物图像，最大可能地还原了久远而复杂的历史场景，让读者以一种
更加感性的方式了解历史、欣赏文物的同时，亦仿佛亲身走进了一座琳琅满目的纸上博物馆。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当悠久的历史已然消隐在时光深处，也只有它们能够打捞起即将被人遗忘的历史碎片，让消逝年代的
生活细节重新进入后人的视野。
《文物中国史（全八卷）》以文物图像为线索讲述中国历史，图像与文字之间已并非附庸的关系，而
是各具其独特的价值——其中无论是支离破碎的陶片、风雨剥蚀的石碑，还是色彩斑斓的瓷器、晶莹
剔透的玉器，在这些精美图片的映照下，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堆积，而变成了一种可触可感、活色
生香的现实。
有人说“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我们从《文物中国史（全八卷）》的文字勾画中所看到的，固然
是从史前到明清、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的中国历史之全貌，而我们从《文物中国史（全八卷）》选
取的两千多幅精美的文物图片中所饱览的，又何尝不是一幅无比直观、无比鲜活的中国历史之长卷呢
？
　　我一向认为，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好看、易于读者接受就是硬道理。
如果说《文物中国史（全八卷）》旨在“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已殊为不易，那么这套书
的“以历史为纲，让文物‘动起来’”亦同样难得——把文物置于历史的坐标之上，使之从零散的个
体变成流动的过程，让更多的读者以“看图说话”的方式接受历史、感受历史，正是这套书最引人入
胜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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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物明清史》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
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文物明清史》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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