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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经济的崛起，要求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
回顾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一直领先世界，直到19世纪末。
在19世纪末年以来兴起的以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民族振兴运动中，中
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世界末日”，几乎被彻底否定。
然而，全盘西化并没有带来民族的复兴。
痛定思痛之后，一些西化的代表人物纷纷回归，用比较理性、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9世纪20年代，国内兴起了“国学”热潮。
一时间，大批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得以出版。
今天，我们面临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民族文化的复兴，是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中国成
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文化基础。
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和熏陶，中国很难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此，中央领导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胡锦涛同志多次要求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并坚持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带头示范。
温家宝同志说：“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习近平同志说：“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
政的大道理。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学经典藏书》根据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为读者展示大师们的著名成果。
这些可贵的文化精品，是承续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火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读者从中可以体味大师们的文化追求，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培育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
《国学经典藏书》立足于：一、为大中学生及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权威、实用、通俗的普及性读本；
二、为研究人员提供学术积累和参考资料；三、为广大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的决策参考、修身养性
的行动指南。
本丛书尽可能地选用最初的版本，以保留学者大师著作的原貌。
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原版本中尚存在一些错讹之处，对其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参照其他
版本和部分学者研究成果，确有把握者，予以改正。
为了方便年轻的读者，本套丛书采用横排简体字，并作了标点整理。
编选这样国学精品，一定尚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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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
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
、知兴替；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把握规律
，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董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
经典，可以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
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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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森（18681937）是中国近代清史学科公认的杰出奠基人。
他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
孟森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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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弘光朝事    第二节　隆武朝事    第三节　永历朝事    第四节　鲁监国事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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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编 总论第一章 《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凡中国所谓正史，必作史者得当时君主所特许行
世。
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国家从而是认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择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谓之敕撰。
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杂众手而成之。
唐时所成前代之史最多，有是认一家之言，亦有杂成众手之作；唐以后则修史之责皆国家任之，以众
手杂成为通例。
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经一家重作而精密突过原书者，惟欧阳修之《新五代》足当之，其余皆敕撰
之书为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网罗散失以成一代之史也。
《明史》即敕修所成之史。
在清代修成《明史》时，有国已将及百年，开馆亦逾六十载，承平日久，经历三世。
着手之始，即网罗全国知名之士，多起之于遗逸之中，而官修之外，又未尝不兼重私家之专业，如是
久久而后告成，亦可谓刻意求精矣。
既成之后，当清世为史学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专就《明史》中优点而表扬之，观《四库提要》
所云，可以概见。
然学者读书，必有实事求是之见，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世亦以为称颂《明史》之作，其实于《
明史》疏漏之点亦已颇有指出，但可曲原者仍原之，若周延儒之入《奸臣传》，若《刘基、廖永忠》
等传两条中所举，《史》文自有抵牾之处，一一又求其所以解之，惟《乔允升》、《刘之凤》二传，
前后相隔止二卷，而传中文字相同百数十字，不能不谓为纂修诸臣未及参订。
其实《明史》疏漏，并不止此：问有重复，反为小疵，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
此固当时史臣所压于上意，无可如何，亦史学家所不敢指摘者。
且史既隐没其事实矣，就史论史，亦无从发见其难于传信之处，故即敢于指摘，而无从起指摘之意，
此尤见隐没事实之为修史大恶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史讲义>>

后记

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著作多以此署名，世称为孟心史先生。
《明史讲义》，是孟森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堂上所发之讲义。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史讲义))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
水平较高的史学读本。
也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史事的贯通、语言的驾驭能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虽然这部书的篇幅并不短，但读者不会感到冗长而生厌。
为了使孟森先生的著作更好地流传下去，也更方便当代人的阅读，我们对原书的体例格式做了相应调
整，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修订，使其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品位。
为了使论述的事理更加直观，也增加了一些图片，使整个书的内容更加丰富，能让读者轻松地去感悟
历史的厚重。
历史著作总会给人一种严肃，甚至压抑感，不过，这部书对于那些有一定的历史或文学基础的人而言
，是既可以作为学习、提高的工具，也可以在茶余饭后休闲阅读的。
愿这部取材真实、论说严谨的名家正史，不仅给您带来阅读的乐趣，也能给您带来用得着的真才实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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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
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胡锦涛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
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温家宝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面。
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
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改
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
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
总之，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
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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