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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父亲白寿彝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分析研究当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亲自作了许多历史
的比较研究。
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科瓦列夫斯基
（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等书中可以看出，伟大的导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正是在比较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史学发展成
为科学。
　　《白寿彝史学20讲》拟定编写11册，这是一套普及中国史学知识的丛书，也是为了纪念父亲白寿
彝诞辰一百周年（1909年一2009年）而作。
　　父亲白寿彝（以下简称白寿彝）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民
族史最为突出。
同时，他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成果。
他对于历史理论的重视，贯穿于他的许多论著之中，这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不仅受到学
术界的关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99年，白寿彝90诞辰，中国史学会写来了贺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白寿老：　　值此先
生90华诞之际，中国史学会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
祝您寿似巍巍南山松，长寿再长寿；学如浩浩长江水，开拓再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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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描述了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
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
远古时代主要描述了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1万年前）、新石器时期（约公元前1万年-前3500
年）、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和周边地区（东北、甘青、东南、华南、西南）远
古文化的辉煌。
在远古时代，中国境内已有分布广泛的人类活动。
他们留下了原始社会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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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
是主要原因之一。
　　1.相对独立的环境与走着一条封闭独立的道路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方。
中国的西部、西南、西北分别由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阿尔泰山，延续不断；北部为
蒙古戈壁沙漠，浩然一片；东北为兴安岭和长白山，山脉相连；东边和东南是汪洋大海，其整体形成
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
　　在这幅员辽阔的地理大环境内，西部和北部高寒干旱，远古的人类缺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与外界的交往更是困难；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远古的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最佳条件，也就成为我国史前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这一切也就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本土性，以及在世界诸史前文化中的独特性，并决定了在很长
的一个时期内，走着一条比较封闭而且独立的发展的道路。
　　2.多元化的史前文化之起源与不平衡的发展　　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山脉和河流的走向大多自
西而东，这就形成了四个与纬度大致平行的自然区域：　　第一个自然区域为塞北区，大致为我国的
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和新疆等地区，均为温带气候，常年平均温度在0°-10℃左右。
这里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为草原或荒漠，植物的年生长期一般低于210天。
青藏高原虽然纬度很低，但地势非常高，自然条件比较适于农业或牧业的发展，现为主要的牧区或农
牧混交区。
　　第二个自然区域是华北区，约在长城以南和秦岭一淮河一线以北，主要是黄河流域，同样是暖温
带气候，常年平均温度约为10°-15℃。
年降水量约为400-800毫米，为半干旱地区。
植物的年生长期大约在210-270天，现为旱地作物的主要产区。
　　第三个自然区域是华中区，约在秦岭一淮河以南和南岭山脉以北，主要是长江流域，均为亚热带
气候，常年平均温度约为15°-20℃，年降水量约为800-1500毫米，植物的年生长期大约在270-300天。
温暖湿润，四季分明。
现为水稻的主要产区。
　　第四个自然区域是华南区，在南岭山脉以南，台湾、福建南部、广东、广西南部、云南南部、海
南岛和南海诸岛，均为热带气候，常年平均温度约为20°-25℃，年降水量约为1500-2000毫米，植物的
生长期应该为一年四季，是我国水稻和热带作物的主要产区。
　　上述四大自然区域内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等，也都不太一样，再细分下去，可为
若干个亚区。
在这种情况下，就自然地决定了我国多元化的史前文化之起源与不平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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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的观点，通俗的阐释，一部精要的中国通史，一部精略的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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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