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十六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十六讲>>

13位ISBN编号：9787505726550

10位ISBN编号：7505726552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中国友谊

作者：吕思勉

页数：481

字数：5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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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十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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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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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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历史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
、知兴替；    阅读文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哲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把握规律
，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    阅读伦理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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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十六讲>>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著名历史学家。
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财富。
吕思勉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既坚持不懈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
出报刊和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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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死了两年。
宋人又与楚国“提携”起来，其他郑、鲁、卫、曹、许等国，更不用说了。
当初文公漂流过宋时，仁慈的襄公曾送过他二十乘马。
文公即位后，对宋国未免有情。
宋人又眼见他归国两年间，内结民心，消弭反侧；外联强秦，给王室戡定叛乱，觉得他大可倚靠，便
背楚从晋。
楚率陈、蔡、郑、许的兵来讨，宋人向晋求救。
文公和一班患难相从的文武老臣筹商了以后，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更扩充为三军，练兵选将，预备“
报施救患，取威定霸”。
他先向附楚的国曹、卫进攻，占据了他们的都城；把他们的田分给宋国；一面叫宋人赂取齐、秦的救
援。
虽是著名“刚而无礼”的楚帅子玉，也知道文公是不好惹的，先派人向晋军说和，情愿退出宋境，只
要晋军同时也退出曹、卫。
文公却一面私许恢复曹、卫，让他们宣告与楚国绝交；一面把楚国的来使拘留。
这一来把子玉的怒火点着了。
于是前六三二年，即齐桓公死后十一年，楚、陈、蔡的联军与晋、宋、齐、秦的联军大战于城濮卫地
。
就在这一战中，楚人北指的兵锋初次被挫，文公成就了凌驾齐桓的威名，晋国肇始它和楚国八十多年
乍断乍续的争斗。
这八十多年的国际政治史表面虽很混乱，却有它井然的条理，是一种格局的循环。
起先晋楚两强，来一场大战；甲胜，则若干以前附乙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甲；乙不肯干休，和
它们算账；从了乙，甲又不肯干休，又和它们算账，这种账算来算去，越算越不清，终于两强作直接
的总算账，又来一场大战。
这可以叫做“晋、楚争霸的公式”。
晋、楚争取小国的归附就是争取军事的和经济的势力范围。
因为被控制的小国对于所归附的霸国大抵有两种义务：  （一）是当它需要时，出定额的兵车助它征
伐。
此事史无明文，但我们从以下二事可以类推：一是齐国对鲁国某次所提出的盟约道：  “齐师出境而
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
”二是其后吴国称霸，鲁对它供应军赋车六百乘，邾三百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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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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