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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范金民等编写)依照历史时代的发展线索，以时代为限，选录或节录近现代
以至当代著名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论文46篇，凡是开拓了研究领域，标新了研究课题，或者能
够推陈出新，多所发覆，或者方法可称，启人心智，或者涵盖了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均在
选录范围之内。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每章前的导论，简要综述各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选文前的导言，简
论所选论文的要旨、特点与价值，选文后的研究与思考，旨在引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培养并提升学生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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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与思考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代
 导论
 选文
 说儒(节选)(胡适)
 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雷海宗)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张荫麟)
 战国军功官僚集团的性质定位(杨师群)
 延伸阅读
 问题与思考
第三章 秦汉时代
 导论
 选文
 汉?的对外关系(余英时)
 汉代农业分析(许倬云)
 论轮台诏(田余庆)
 英雄与名士(贺昌群&gt;
 延伸阅读
 问题与思考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代
 导论
 选文
 汉魏之际封建说(节选)(何兹全)
 《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唐长孺)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陈寅恪)
 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缪钺)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周一良)
 延伸阅读
 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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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
 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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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原汉地在大蒙古国的财赋以至政治、军事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蒙哥经
过与窝阔台家族的激烈斗争夺取了汗位后，拔都统治的钦察汗国进一步独立化，窝阔台和察哈台两家
诸王离心离德，阿母河以西地理遥远，许多地区还没有征服。
蒙古汗廷虽置三“行尚书省”分治东西境，实际上对西域不能有效控制，作为统治中心的漠北地区则
经济基础薄弱，不足以制衡庞大的帝国，于是中原汉地遂成为大蒙古国得以存续的最重要基础。
蒙古统治层中的有识者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随着“汉地不治”的问题日益严重，他们更重视寻求适
应的“治道”；深受虐政茶毒的汉民莫不翘首望治，怀有济世之志的中原各种人士也在探究救时之策
，期待“明主”的赏识和采用。
经过几十年的接触和磨合，蒙古统治精英与中原精英群在“治道”上有了进一步的沟通和认同。
前者的杰出代表是忽必烈。
早在1242年，他征召禅僧海云到漠北王府“问法”，就提出“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的问题，说明他此时已经“思大有为于天下”了。
忽必烈母唆鲁和帖尼是一位深谋远虑，善于应变，注意收揽人才的杰出女性，她的分邑真定路是亡金
士人“俊造骈集”之地，被征召到漠北的各种人士比其他郡邑尤多，忽必烈当因此有机会与中原士人
多接触，对汉地的重要性有更深的认识。
在与海云的问答中，海云建议他“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而陪侍海云觐见忽
必烈的就是一代奇才僧子聪（刘秉忠）。
海云南还，忽必烈将子聪留下，充当王府书记。
同一年，云中士人赵璧也被推荐给忽必烈，立即召人王府。
“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的忽必烈，从他们的讲论中知道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
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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