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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
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
《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
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
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
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
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
《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
因此，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
，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
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
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
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
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编”传记部分，就写出了50多人的传记。
至于资料的翔实，各卷都很突出，同时也各有特点。
以第八卷“元时期”为例，其“序说”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汉文资料；蒙、藏、回鹘文资料；国外
资料（含波斯文资料、阿拉伯文史料、欧洲文字史料、亚美尼亚文资料、叙利亚文史料、俄日文资料
）；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国外的蒙元史研
究；本书编写旨趣。
这240页的文献概述，足以表明本书编撰的坚实的史料基础。
有的学者读后，赞叹不已。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
治家的评价，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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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寿彝是河南省开封市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1925年至1927年，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和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读研究生，学习中国哲学史；1932年毕业后，陆续创办和主持了《晨星》、《伊斯兰》、《大河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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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通史1：第一章 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第一节 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第二节 党的民族政策和
民族分布现状  第三节 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第一节 地理条件与历史
发展  第二节 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第三章 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
力  第一节 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人  第二节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第四章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第一节 生
产关系  第二节 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第五章 国家和法   第一节 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  第二节 国家的职能
 第三节 法第六章 社会意识形态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  第二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
学说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第七章 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  第一节 历史理
论的探索  第二节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第八章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第一节 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  第
二节 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第三节 历史文学第九章 中国与世界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特点  第
二节 中国史和世界史附录一 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附录二 新增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重印后
记中国通史2中国通史3中国通史4中国通史5中国通史6中国通史7中国通史8中国通史9中国通史10中国
通史11中国通史12中国通史13中国通史14中国通史15中国通史16中国通史17中国通史18中国通史19中国
通史20中国通史21中国通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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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成就略论　　陈其泰　　这部历时二十年
而最终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的鲜明性，以其内容极为宏富、探讨几千年中国历
史各方面问题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其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和科学性、时代性，获得了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 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
约1400万字，堪称是本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
白先生从70年代后期起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
宏富，与我们民族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
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
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
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他们之中有：王振铎、苏秉琦、徐喜辰、斯维至、
杨钊、高敏、安作璋、何兹全、周一良、史念海、陈光崇、邓广铭、陈振、陈得芝、王毓铨、周远廉
、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邱汉生、刘家和、何绍庚等。
由白先生和这些知名学者组成全书编委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担任了分卷主编，参加全书撰稿的学者
共有 500余人。
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
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
学的压轴之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
著。
王毓铨先生为《中国通史》的完成写有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
前一句，中肯地讲出这部巨著的时代意义，它汇聚了史学界一代人的智慧，是集体的认识水平和研究
成果的结晶。
后一句，中肯地讲出其深远影响，由于这部巨著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多少年之后人们若要深入地研
究或重新编著中国通史，这部书都是必备的参考和重要的依据。
 荟萃了众多名家、数百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的《中国通史》，的确因它集中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而为
世人所瞩目。
譬如，第一卷导论卷是由白先生和其他多位专家撰写的，对中国通史编纂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系统而
深刻的论述。
首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由白先生亲自撰写，以8万字的篇幅，论述“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
顾”、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三个有关通史编撰的全局性
问题，作为全书的重要理论指导。
担任以下8 章撰写的作者中有知名学者邱汉生、刘家和等。
第二至四章，论述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提出了“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等重要论点。
五、六两章论述“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阐发了关于国家的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中国思
想史上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等重要理
论问题。
七、八两章论述“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
，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多体裁配合、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等问题。
第九章“中国与世界”，论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等极有价
值的问题。
在一部中国通史中，用整卷的篇幅来论述理论问题，这还是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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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导论卷的全部论述，有许多是加强了过去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中国史在世
界史中的地位等），更有许多是开创性的研究（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
编撰、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多体裁配合、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等）。
因此，导论卷不仅为全书各卷的编撰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将中国历史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
度。
 再如第二卷“远古时代”，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主编。
本卷的论述，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
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
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
书中许多在具体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概括，富有理论色彩和启发意义的论述向读者扑面而来
。
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本书告诉我们：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
国独居其二。
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已露其端倪。
中国古籍中有神农尝百草和黄帝播种百谷的传说。
而考古发现则提供了：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
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
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鉴定是粟；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
都发现了炭化的黍。
这些遗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
“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
”（注：《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近年又在长江中游发现了城背溪文化遗址和彭头山文化遗址，年代约当于公元前7000年和5000年。
在这两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
“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他区域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
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所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
的中心。
”（注：《中国通史》第2 卷《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考古发现正好与远古传说相印证：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
读着这样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宝贵的历史学、考古学知识，而且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又如，第三卷商周史卷的“序说”部分，是由著名学者徐喜辰、邹衡、胡厚宣撰写的。
首章论述历史文献，按五经、史地书、诸子、辞赋四类，扼要而具体地论述先秦丰富的历史文献的主
要内容、史料价值，对于为数不少的历史文献的真伪问题，今古文学派异同问题，以及作者或成书年
代有争议者，均作了中肯的论述和必要的考订，并简要地论述前人对各种重要文献整理的成果，介绍
最可据信的注本。
第二章论述考古资料，分三节论述“主要都城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考古资料反
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第三章论述甲骨文和金文，内容包括丰富而纷繁的考古资料
、古文字资料及青铜器的出现、价值、研究状况。
这两章，也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显示出本卷研究工作丰厚的考古学基础，又为初学者提供很好的
研究入门指南。
第四章论述商周史研究概况，分为四节，系统地论述近代以来实证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五
四”前后，30年代，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的研究成果，脉络清晰，评价恰当，中肯地指
出在商周史领域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十分有利于帮助读者思考当前研究工作
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这些内容都出自有长期研究的专家之手，因而确实反映出当代史学在这一领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达到新的高度 集中众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
实现重大创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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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众多合作者的研究、探索，需要有高明的史识作为指导思想，对这一浩大的史学工程起到统帅
和灵魂的作用。
白先生在建国初年纲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这三部通史著作同样以阐明唯物史观普遍原理
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鲜明的宗旨，在长时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讲出了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
，起到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时代在前进，1979年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工作也亟须开创出新局面。
恰好，白寿彝先生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理论指导，明确地要求做到反映历史的规
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
这就体现了对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更好地反映历史的理解，达到新的高度，对于中国通史所应包
含的内容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冬先后产生的通史著作，形成了在运用进步历史观作指导上三次意义
重大的跨越。
本世纪初，即有夏曾佑著成《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完成自上古至隋统
一，1904～1906年分3册出版）。
这是近代史家运用进化论观点指导研究历史而撰成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夏氏把几千年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自远古至战国，包括周初以前为传疑时代，周初至战国为化
成时代），中古之世（自秦至唐，包括自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代为复盛期），近
古之世（自五代至清，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代为更化期）。
书中对各个时代历史的演进递变，均贯串以进化、因果的关系来观察、分析。
如论人类起源，说：“以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
”（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页。
 ）夏氏解释远古时代自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的演进，更是周密地运用了社会进化观点
。
他称清代为“更化期”，则明显地表达出他对二千年一直实行的秦朝专制政体行将结束、中国的政治
制度将开新局的看法，故说：“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
此期前半叶，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
此盖处秦人成局之既穷，而将转入他局者”。
（注：《中国古代史》第5页。
 ）《中国古代史》以西方传入的进化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给人以新鲜的、
符合近代理性并能使人得到启发的知识，与旧史中充斥的循环史观或退化史观迥然而异。
书一出版即令人耳目一新，因此本书成为近代史学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
此后著成的同样影响颇大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缪凤林《中国史要略》、张荫麟《中国史纲》
等，在历史观上都同属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范畴。
 本世纪通史编撰在理论指导上又一次质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确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阐
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
1929年，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当时，国内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民众感到困惑彷徨。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散布中国“国情特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与别国不同，以此动摇人们对革命
前途的信心。
郭沫若的这部著作，则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甲骨文、金文和文献典籍为资料，论述中国历
史也走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要走向
社会主义社会。
他明确地宣布自己著述的宗旨：“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
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
”（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9—10页。
）遵循着相同的理论方向， 范文澜在延安时期著成更加系统的《中国通史简编》；在此基础上，又经
过约20年的努力，完成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3编4册，起自远古，迄于五代），观点更加成
熟，内容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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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重要著作，在历史观指导上更进一步，明确地以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换言之，要着力探讨共同性与特殊性二者的联结。
故此，著者在延安时期申明：“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
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
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础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
目标前进。
”（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石家庄：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1页。
）至1954年， 他进一步指出：“列宁指示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明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给历
史画出基本的轮廓来，然后才能进行各方面的研究。
本书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历史结合起来，说明它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阶段。
虽然写的未必正确，但方向显然是正确的。
”（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页。
）范文澜的通史著作以其观点新颖和材料丰富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著成后，
在各个解放区及当时的上海、香港多有翻译。
解放后的修订本累计印数也达百万册以上。
戴逸教授称范著通史是“杰出的著作”。
（注：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在40年代至60年代初，还有吕振羽著成《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
编《中国史稿》，这三部通史著作同样以阐明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鲜明的
宗旨，在长时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讲出了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起到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时代在前进，1979年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工作也亟须开创出新局面。
恰好，白寿彝先生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理论指导，明确地要求做到反映历史的规
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
这就体现了对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更好地反映历史的理解，达到新的高度，对于中国通史所应包
含的内容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
依我看来，此项实则标志着本世纪通史编撰在理论指导上达到新的飞跃，这部内容空前宏富的巨著，
就是以这一崭新的指导思想为统帅而成功地完成的。
 首先，白先生明确地提出这部通史的目标是：“既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性”。
（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
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
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白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
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如此。
”（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322页。
） 其次，白先生一再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强调要认真地作具体分析，通
过总结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具体规律，去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他说：“有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要搞清楚，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把真理的大门关死，马克思
主义理论本身就要求人们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
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在经典作家解释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不少具体规律有待于我们去研究，
去发掘。
”（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又说：“要研究我国历史发展规律， 研究全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
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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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的正确成果必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增加丰富的内容。
”（注：《白寿彝史学论集》，第275页。
） 由于在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白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导论》卷中
阐述了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内部分期；在封建社会各个阶
段，占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广大边区封建化进程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社会发展的不
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对封建国家管理职能的分析，等等。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写，体现了这些论点，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化、更加丰富
了。
 由于在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多卷本《中国通史》确定了要多层面地反映历史。
不仅要写出各个时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史实，显示历史演进的趋势和阶段的特点，而且要反映出各个
时代历史发展各方面的条件、交互作用的各方面的因素等。
还要写出人的活动，因为，人的活动，集中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之
辩证关系。
经济条件等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方向，而个人的活动能够局部地改变历史的外部面貌和某些结果；经
济条件等的规律性，也往往要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
 自觉地、明确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作为撰写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
这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取得的重大进展，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
。
以白先生这一观点为指导，才有多卷本《中国通史》这一内容宏富恢廓的巨著的撰成。
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白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历史是全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要给予历史上的民
族关系和各民族的活动与贡献以充分的重视，以利于加强今天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巩固。
列为这部12卷巨著之冠，是首先论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在中国通史撰述中予民族史以这样高
度的重视，这是前所未见的。
白先生根据他长期的研究和思考，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
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79页。
）不应当把历史上皇朝的疆域作为今天撰写中国历史的范围，将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
史基本上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如此等等。
因为，“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
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
于民族的团结。
”（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81页。
）他又阐明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统一的程度越来越高。
“先是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
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
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
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91页。
）“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
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
”（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98页。
）白先生在《导论》卷和其他文章、讲演中，还一再强调指出历史上不管汉族或周边民族统一意识的
增长。
他继承并发展了以往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家的论述，也继承并发展了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
中的有关论述，得出了极具卓识的论点：“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无论是统一时期或割据时期，统一意识总是占支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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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 页。
）“尽管出现分裂阶段，但在思想意识上还是统一的。
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在北方，东吴在江南，刘备在四川，都是割据，但这三国无论哪一国，都自认为
是正统，都要统一中国。
这就是说，三国时期，尽管三国鼎立，但统一的意识却是共同的。
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
北朝自认为他就是中国，南朝是从自己分裂出去的一部分。
南朝也认为自己是中国，北朝应属他所有。
所以当时的历史家，北朝称南朝为‘岛夷’，不承认他是正式政权，南朝称北朝是‘索虏’。
这两种称呼带有污蔑的意思，但都同样反映了统一的意识。
”（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13页。
）关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学术界曾经有两派意见，争论不休。
有人说民族关系主流是友好、合作。
有人则认为主流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以至有时发起民族战争。
白先生则从历史的全局和总的发展趋势看问题，提出民族之间的团结越来越加强，友好是民族关系史
的主流的观点。
他说：“我们过去有一个时期，民族间关系很好，这主要是说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很好。
很好的时间还很长呢！
但不能否认，也有些时候搞民族战争。
对各民族不公平待遇，也是很显著的。
但这些也只是一时间的现象。
⋯⋯从几千年民族关系发展来看，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越来越大，互相之间团结越来越密切，对祖国的
共同贡献越来越显著，我看这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248页。
）上述白先生关于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处理，多民族的统一在悠久历史中的逐步发展，统一意识的不断
加强，友好是民族关系史的主流等观点，对于史学研究均具有指导的意义，也保证了多卷本《中国通
史》在记载民族史、反映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上有鲜明的特色。
 编撰体裁上意义重大的创新 历史理论上达到新的高度和反映历史丰富性、生动性的要求，必须落实
到编撰体裁这一载体之上。
史书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裁形式的确定和运用，决定它所能容纳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
。
所以，体裁形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历史学家确定何种体裁形式，实则体现出他对历史如何理解，
以及如何正确反映历史。
白先生根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形式中包含的合理性的精湛理解，根据批判继承的原则，以及对近代史
书体裁形式的优点和我国历史著作优点的吸收、借鉴，决定《中国通史》在第三卷以下，各卷采用“
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新综合体，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新综合体的确立为写历史提供了极其广大的包容量，且具有突出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这样，在研究成果上“积一代之智慧”；在理论上自觉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结
合起来，达到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在历史编撰上创造新综合体，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三者结合，融
为一体，便实现了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
故此，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完成才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事件，成为高高矗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
 新综合体的确立，实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中国传统史学体裁多样，且各有其合理性。
纪传体实是一种综合体，本纪、表、书志、列传互相配合而又各尽其用，包罗万有，容量广阔。
编年体年经事纬，将同时发生的事件集中展现于读者面前，时代感强。
纪事本末体按事立篇，自为首尾，灵活变化，起迄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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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初年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章太炎、梁启超二位著名学者都对新的时代潮流的涌起有强烈的感
受，各自设想编撰中国通史，贯串进化史观和“开发民智，启导方来”的宗旨，并且都不谋而合地在
吸收传统史书体裁优点的基础上，作新综合体的探索。
章太炎所预想的通史由五体构成：（1 ）表。
有帝王表、舆地表等，共5篇。
（2）典。
有种族典、民宅典、食货典等，共12篇。
（3）记。
有周服记、秦帝记、党锢记等，共10篇。
（4）考纪。
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9篇。
（5）别录。
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等共25篇。
其中的“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
（注：《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8月4日。
）“表”、“典”、“考纪”、“别录”则由纪传体中的表、志、别传等演变而来。
可见总体上是对纪传体的发展，发挥其综合的优点。
不过，章氏仅仅是提出设想，除撰写有几篇“别录”外，全书并未着手；且究竟是以“记”或“典”
来概述社会大势，他自己并不明确，而“考纪”和“别录”同是记人，却要以“考纪”专记帝王，表
示高人一等，则不免带着封建性的意味。
梁启超于本世纪初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后来到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
。
据现见于《饮冰室合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太古及三代载记》之《古代传疑章第一
》，《春秋载记》，《春秋年表》，《战国载记》，《战国年表》等）及他致陈叔通的一封书信（注
：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
）所述，梁启超是设想以“载记”、“年表”、“志略”、“传记”四者配合，作为通史的体裁。
在其设想中，“载记”是主干部分，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
梁启超的这种尝试与上述章学诚的设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看到传统的纪传体具有诸体配合而
又各尽其用、构成一时代之全史的优点，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并且都极重视吸收纪事本末体详
一事之起讫、首尾完整、伸缩自如的优点，而梁启超的设想更进一步，解决了通史撰述中主干部分这
一难题，用以叙述历史演进的大势。
（注：详见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
》1984年第2 期。
）梁、章二氏的探索是很有价值的，对后人很有启发意义，但一部中国通史的撰著是多么巨大的工程
，不仅要靠体裁体例思考之完善，尤要有统贯全书的理论指导，要有众多学者分途以赴、合力以成，
要有安定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
这些梁、章二氏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仅止处于提出有益的设想和探索阶段。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通史撰著采用何种体裁，实际上是按两条线发展的。
一是流行的章节体，本世纪初年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即开创用这种体裁，它是由学习西方章节体史
书体裁（经由日本），而又糅合了本国的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形成的。
本世纪的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以及历史人物传记，都大量采用这种体裁。
分章节来叙述背景、事件、演进阶段、各方面状况等项，确有其方便之处，有其优点和合理性，今后
无疑还会继续使用。
再者便是新综合体的探索和创立。
本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提出了有价值的设想，作了某些局部的探索，但还有关键性问题尚未解决，
更远未达到全面实践阶段。
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才把前贤提出的设想大大向前推进了，圆满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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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生何以有如此的魄力？
这不仅因为他自觉地以科学理论作指导，在历史观上站到新的高度，还因为他对体裁问题作了多年的
思考和探索。
 1946年，白先生曾在昆明发表《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的讲演，提出了《史记》所创体裁“是一种综
合的体裁”的概念。
又认为，自明代以来三百多年体裁上是“专史为主”的时期。
当时，人们都对用章节体写历史书习以为常，但他却认为当前在体裁上处于“艰难万状”，因为：“
以前，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很显著，所以平面的，甚而至于是点线的写法已可以使人满意。
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见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
⋯⋯现在将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
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
”（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7页。
 ）既然认为史书体裁问题面临很大困境，那就意味着从四十年代起他就在思考史书体裁的创新了。
至六十年代初，白先生撰写《谈史学遗产》一文，论述对于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应自觉地予以批判继
承，特别讲到对于以往某些史书体裁，也应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加以改造、利用：“在表达形式和其他
方面，史学遗产中也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的区别。
对于这些优良传统，也要像对待过去文艺形式一样，‘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
”（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33—434页。
）传统的史书体裁，一般人容易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白先生在此文中则指出应看到同一体裁的发展，
说：“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一种体裁的发展。
比如就编年体来说，《春秋》只记有年月可考的史事，《左传》就不只记事，还要记言，不只记当年
的事，还要于必要的时候或原其事之始，或要其事之终。
荀悦撰《汉记》，提出‘通比其事，例系年月’，这是对编年体的一个重要发展。
这八个字的内容，不只是要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安排起来，还包容有类比的办法。
”（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40页。
）到《后汉纪》和《资治通鉴》，更有新的发展。
白先生这一对传统史书体裁中优秀的东西应加以继承、改造、利用的思想，到八十年代初发展成熟，
达到重大的突破。
1981年，他发表《谈史书的编撰》一文，进一步论述不同史书体裁的互相补充、交叉、综合，说：“
史书的体裁，一向受重视的，主要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
一般的看法，在这三种体裁之间好像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它们的形式也好像是固定不变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
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
”（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50页。
）“纪传体是本纪、列传、世家、 载记、书志和史论的综合。
⋯⋯纪传体把这些体裁综合起来，在每一部书里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
所以它既是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形成了一种新的体裁。
”（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93 页。
）尤其重要的是，白先生在本文中精辟地讲了今天史书体裁的创新，要吸收古代史家的长处，还应该
超过他们：“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
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
内容融为一体。
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
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
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
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
”（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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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实际上是多卷本《中国通史》实现体裁的重大创新的纲领。
采用新的综合体裁，是为了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反映广泛的社会现象，要继承、吸收传统史书体裁
的长处，还要超过它们，体现出高度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白先生是把理论上的探讨与史书体裁上的探讨二者结合起来，互为表里，同时解决，在历史观指导上
做到反映客观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相结合，在体裁上采用新综合体，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互相统
一。
 白先生创立的新综合体的构成是：《中国通史》第三卷“商周史卷”以下，各卷论述一个时期的历史
，均采用（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形成一
个整体。
“序说”，不仅吸收自《太史公自序》至宋、明人论著中的“序说”中有用的东西，又吸收近代以来
西方大型历史著作开头设立专章论述历史文献、研究概况的长处，加以发展。
《中国通史》中的这一部分，因其系统、翔实论述历史文献和总结研究工作的进展，极受学术界的重
视，青年学者更视为必备之书，因为“序说”为治学指示了出发点和门径。
前文已讲到商周史卷中“序说”诸多佳处，第八卷元史卷“序说”也堪称美不胜收。
它根据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特点，不仅系统地介绍国内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对读者了解、掌握甚
少的国外文献和外国学者研究成果，作了详尽的论述。
此即第七章“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分两节，论述“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和“二十世纪的
蒙元史研究”，涉及到法国、俄国（包括前苏联）、德国、英国、美国、日本、蒙古及其他国家，介
绍了多桑、沙畹、施密特、伯希和、韩百诗、符拉基米尔佐夫、傅海波等众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与前面论述中国学者自钱大昕、丁谦、洪钧、屠寄、沈曾植，至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姚从吾、韩
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人的成就相映衬，全面展现了蒙元史研究进展的历程。
这样的“序说”，内容丰富、系统、全面，论述精审严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恰恰是以前的历史
著作中所难以容纳的。
 各卷的“综述”部分构成全书的主干，纲举目张，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第四卷秦汉卷论述的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时期
进入新阶段，封建社会也建立起来。
本卷“综述”即把握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以秦汉时期的民族概况为第一章，指陈这一历史时期新
的民族状况，包括汉族的形成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简况，这与第三卷“综述”以神话、传说为第一章
，明显不同。
继之以二、三两章，论述秦封建皇朝的建立，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
对于西汉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大的朝代，作者设立“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西汉盛世”两
章，概况而又具体地论述了对楚战争的胜利，汉皇朝规模的树立，郡国制与封国制的并存，“文景之
治”，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民族关系和统一局面的发展等重要问题，清晰地再现了西汉时期封建关
系成长、国力逐步强盛、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对封建皇权加强和武帝统治政策的制定等问题提
炼恰当，因而受到论者的好评。
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卷则面对与西汉长期统一大不相同的分裂局面，撰著者匠心独运，清楚地划
分了这一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混乱中理出线索。
由于撰著者善于把握全局和叙述得当，结果这一本来复杂混乱的历史时期就显得头绪较为分明了。
 “综述”与“典志”的关系，是要求前者能阐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全貌，而后者则是对这一历史发
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
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因之各卷“典志”篇目的设置，既在总体上显出均衡的协调，又各具时
代的特色。
如隋唐史卷设有“长安和洛阳”，“隋唐科举制”，“隋唐官制”，“隋唐律令”，“隋唐礼俗”等
篇；元史卷设有“运河与海运”，“钞法”，“元代投下分封制”，“元代礼俗”等篇；清史卷设有
“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商业、市镇”，“官修图书”等篇；近代前期卷设有“自然经
济的分解”，“交通邮电”，“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海关、关税”，“宪政”，“秘密结
社”等；近代后期卷设有“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外国对华投资”，“国家垄断资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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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新民主主义经济”等篇。
很明显，各卷“典志”与“综述”配合，都是为了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历史时期这一“多样性的
统一”及其特色。
 “传记”在各卷中占有较大篇幅，反映人物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又通过他们的思想、性格、行为表
现时代的特点。
第十一卷近代前期卷的“传记”，从鸦片战争以来众多的人物中，精心选择了35位各方面最具代表性
的人物，为之立传。
他们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和进步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人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李秀
成、洪仁ｇāｎ＠①、 杜文秀，晚清重要当权人物和封疆大吏慈禧太后、 奕＠②、光绪帝、曾国藩
、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维新派人物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近代外交家和实
业家黄遵宪、张謇，科学家和工程师李善兰、徐寿、詹天佑，革命派人物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
华、章太炎、秋瑾、宋教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和反袁英雄蔡锷，京剧艺术家程长庚、谭鑫培。
这些人物传记汇合起来，组成了近代史雄浑壮阔的历史画卷，读者由此能更加集中而形象地看到进入
近代80年来，我们民族展开的前仆后继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统治的英勇斗争，看到志士仁
人呕心沥血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由倡“师夷长技”先声，继而发动维新变法，到采取武装革命，推
翻清朝的反动统治。
还有其他出色人物，或以保卫共和政体，或从宣传新思想，或以兴办近代工业，或以哲学、史学、文
学、科学、艺术活动，对历史进程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或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人起到消极
甚至反动的作用。
“传记”与“综述”、“典志”配合，使《中国通史》展现的历史进程更加多姿多采、波澜起伏、有
声有色。
多年以来通史著作中没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得到弥补，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人们也可以从中国
历史上众多有作为人物的身上吸取丰富的智慧和思想营养。
 白先生创立的以“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通史编撰体裁，为叙述中国几
千年历史成功地提供了宏大而新颖的载体。
在这种新综合体中，有对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研究状况的科学论述，有对历史发展主干、各阶段基
本脉络和总相的论述，有社会各个横剖面的展示，有对历史运动主体——人的活动的生动清晰的描绘
，因此，多卷本《中国通史》体裁的创造，具有丰富性、科学性、时代性的特点，学术界对此同样予
以高度评价。
曾经有过这种看法，认为旧的史书只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至于其形式等都是封建性的，毫无继承的
价值。
也曾有人担心采用这种体裁会不会搞成“新纪传体”。
现在白先生及众多合作者拿出来的这一成功实践，对此已作出圆满的回答，而且有的省正在进行的编
写本省通史，已决定采用这种新综合体。
白先生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吸收了纪传体诸体配合、包容丰富的长处，而彻底摒弃其封建性，又吸
收了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和外国史学著作的长处，融合在一起。
在批判继承、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再创造，使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的指导思想与新综合
体的形式互为表里，完美统一。
拿各卷中给人物传记较多篇幅这一点来说，这自然是吸收纪传体的长处，但又彻底摒弃纪传体后期把
列传变成仕途履历表，和“人多体猥，不可究诘”的严重弊病。
使之具有崭新的时代面貌，着重写出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对历史的贡献和影响。
读着这些传记，我们毫不感到是旧的列传的翻版，而是随处体现出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评价，
确是新时代的新创作。
 总之，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内容丰富的煌煌巨著。
它集中了“积一代之智慧”的研究成果，在历史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在体裁上创造了新
综合体的崭新形式，实现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
这部巨著的完成，是白先生和各位共同合作的专家们向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和二十一世纪献出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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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礼！
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不顾高龄，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学术创新精神，以一二十年的艰苦劳动作出如此巨
大的成就，对于我们后学实是最可宝贵的激励！
这部巨著又昭示我们：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一方向，发扬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
，吸收近代史家的优秀成果，坚持学术研究中的创新精神，就能不断推进史学走向新的境界。
这对未来世纪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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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通史》(全12卷)(共22册)：1999年，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
全书12卷22册，1400万字。
该书有很多创新之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是我国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通史》出版后，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中对《中国通史》的体例创新、理论价值、
学术特点等作了充分的论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压轴之作，体例很有创新，全书共分甲、
乙、丙、丁四编。
其中甲编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状况等；乙编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似传统纪传
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典志，这部分是专史，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
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班传记，这部分在全书中的篇幅很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
去一卷。
这部书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这一优点，克服了一般通史有事无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其序说部分
内容非常扎实。
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某段研究的史料，其中既包括文献的，也包括考古的；既有当时人写的，也有后
人写的，无不作出评论。
又用很多篇幅论述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了这段历史研究的前沿，让读者了解当前的研究状况是
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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