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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编撰中国历朝断代史，曾以“清史”属意于余，我因推荐李治亭研究员任主编，
担此重任。
治亭先生早年师从清史名家孙文良先生，学有渊源，今治清史多年，基础深厚，对有清一代的历史进
程，以及清史中诸多繁难重大问题，多有见地，而不入云亦云，其研究成果甚丰。
治亭先生正当年富力强，勤学奋进，锐意开拓，任此主编，自然胜任愉快。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距离今天较近，要认识中国的国情，许多问题追本溯源，都与
清代的社会存在与历史有关。
而且，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必须从历史中去认识自己，
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历史的启示、历史的教训，以及智慧和力量。
然而，清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与其他断代史的研究相比，长期以来却是相对薄弱的。
自上个世纪20年代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面世以来（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修订本），前辈著名
学者孟森先生、徐中舒先生等人有关清史研究的精辟论著，素为后学所尊重。
虽然如此，但从总体上来看，在较长时期内，清史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清史研究日益为史学界所关注，一些清史研究
机构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研究队伍日益扩大；近年来，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清史档案、文献
史籍，也翻译出版了一些清代来华传教士的著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远古史>>

内容概要

我国著名古史专家、年届九旬的王玉哲教授毕生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从中国历史的序幕--中国猿人开篇，一直写到西周末，详尽论述了中国远古历史从史前文明经原始社
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演变、发展的过程，尤其对夏、商、周三代的族源、地望、世系、宗法制
度、继承制度、政权形式、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述见解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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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哲  1913年生，河北深县人。
1936至194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昆明）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
1943年至今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及南开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等职。
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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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原始群居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绪说       一、人类的起源       二、原始社会史的分期   第二节  
中国历史的序幕——中国猿人       一、元谋猿人       二、蓝田猿人       三、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其体质特征
      四、北京猿人的石器和用火       五、北京猿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       六、其他地区猿人化石的发
现   第三节  “古人”时期的文化发展       一、古人时期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体制特征       二、古人阶段
人类的劳动工具和石器       三、古人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       四、古人时期的原始社会关系   第四节  “
新人”时期的文化与氏族的产生       一、新人时期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特征          （一）这一时期的古人
类化石          （二）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二、新人时期原始氏族和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生           
附：中国原始社会史表   第五节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原始经济生活 第二章 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
第三章 父系氏族公社第四章 唐、虞、夏与先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上）第五章 
商王朝前期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下）第六章 商代阶级国家形成第七章 商
代后期奴隶的数量、“众”或“众人”的身分及商的社会属性第八章 商代后期的经济发展第九章 商
代后期的社会组织与政治机构第十章 商代的文化、科学与艺术第十一章 先周族的来源及其社会发展
第十二章 周王朝的建立第十三章 西周的政治及其发展第十四章 西周的社会经济第十五章 西周的衰微
、灭亡附录一  大事年表附录二  本书引用甲骨著录书目简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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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册封面：西夏瓷器的产品种类繁多。
根据已出土的实物分类，以用途分，有生活器皿、文房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佛教用品、建
筑材料、兵器等。
生活器皿有碗、盘、盆、钵、釜、杯、高足杯、壶、扁壶、瓶、罐、缸、瓮、灯具、铃、钩等。
各种瓷器的釉色与装饰技法不同，其中以黑釉与褐釉剔花壶、瓶、罐等类瓷器为特色，堪称精品。
西夏瓷器中双耳或四系的瓷扁壶数量特别多；瓷塑驼、马、羊工艺品，瓷铃、瓷帐钩及游牧民族喜爱
的乐器牛头瓷埙也都有发现，这些也都反映了西夏各族人民生活习俗与喜好情趣。
4.砖瓦业。
西夏建国后建筑业的发展，使砖瓦等建筑材料的生产发展起来。
西夏的砖瓦生产主要供给寺庙、皇家宫殿园陵、官署、贵族官吏邸宅及城市民居使用。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西夏的砖瓦窑坊一般开设在大型建筑物的附近，如在银川西夏皇陵陵园以东
发现了数十座西夏时期的砖瓦窑和灰石窑址，这些砖瓦窑的建筑、形制和唐宋时期马蹄形砖瓦窑的形
制构造基本相同。
窑内遗留着的兽面瓦当、黑釉筒子瓦、白瓷瓦，与西夏陵区出土的建筑材料完全相同，说明这里的砖
瓦窑与石灰窑是专为修建皇帝陵园建造的。
同类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在灵武县磁窑堡的窑址中也有发现。
西夏砖瓦建筑材料品种很多，工艺水平也十分高超，在西夏皇陵遗址上发现的有各类纹饰的瓦当、滴
水、琉璃瓦、脊筒、琉璃砖、鸱吻、石柱雕栏、柱础等，有的造型奇特、色彩瑰丽、质地坚固。
这些都反映了西夏砖瓦业的技术水平。
西夏《天盛律令》在国家机构中专设有“砖瓦院”管理砖瓦生产。
5.纺织业。
西夏建国后逐步发展起自己的纺织业。
据史书记载与考古资料看，毛、麻、丝、棉四种纺织品都可生产。
西夏政府设立织绢院管理纺织生产，纺织技术多从中原地区输入。
毛纺织是党项族传统手工业产品，有毛褐、毡、毯等。
特别是制毡，原料有秋毛、羔毛和春毛之分。
西夏文《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记有“白毡”，是由驼毛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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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一套完整而系统纵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朝历代盛衰演进史的“中国断代史系
列”专著13卷16册近日在沪全部编纂完成，《中国断代史系列(全套)》著堪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
史》的姐妹篇，可谓断代体裁的完璧之作，汇聚了目前国内各断代史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权威专家与
实力派学者的力作，近1000万字。
这套系列专著是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著名宋史专家陈振先生的重要学术成果。
对宋朝这个中国历史积弱王朝的政治、军事等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科举教育和文学艺术、科
学技术、社会生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作了详尽而精确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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