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交通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交通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7094024

10位ISBN编号：7307094029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白寿彝

页数：193

字数：17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交通史>>

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而综合地研究中国历代交通的学术专著。
在国内多次印行，并被译成日文，流传海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中国交通史》分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中国等五个时间段，在交通区域、交通路线、
交通设施工具及管理等方面，详细考察中国各时代的交通状况。
日本学者牛岛俊在该书的日译本序中，称著者“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
无遗”，认为该书“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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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寿彝，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民族理论工作者。
回族，河南开封人，早年就读于中州大学、文治大学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
曾为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49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代表，并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开国大典。
此后，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并与侯外庐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员；同郭沫若
、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创办了《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等发起创办
了《历史研究》杂志；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主持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

　　改革开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创办了史学研究所、古籍研究所，任所长；任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
国家教育部称他“年高德劭，学识渊博，教书育人，誉满学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赞他“为我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史学会认为他“学术的追求
，是创新的意识，批判继承祖国文学遗产，成自得之学；学术求索的理念，是通古今之变，关注祖国
历史的兴衰，思考民族的未来。
”
　　他的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史学概论》、《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
《中国通史纲要》、《民族宗教论集》、《回族人物志》、《中国回族史》等，由他总主编的《中国
通史》12卷22册全部出版，江泽民总书记亲笔致信祝贺，对《中国通史》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
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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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先秦的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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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元明清交通与海运
　第二章 元明清之河渠与道路
　第三章 元明清之邮驿
　第四章 元明清之中外交通
　第五章 元明清的都会
　第六章 元明清的交通工具
第五篇 现代中国之交通
　第一章 现代中国交通与五口通商
　第二章 现代中国之水上交通
　第三章 现代中国之陆路交通
　第四章 现代中国之空中交通
　第五章 现代中国之邮电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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