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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包括：西晋的短期统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西晋的建立和统一、占田制和“太
康之治”——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阀制度与门阀士族的特权
、“八王之乱”——分封制和皇族内讧、大成国和张昌暴动——西晋末年流民起义、各族内迁与刘渊
称汉——永嘉之乱与西晋的灭亡、十六国的割据纷争、荒淫的刘聪——汉和前、从奴隶到皇帝——石
勒与后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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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精诚，浙江慈溪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96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
主要著作有《魏孝文帝传》、《话说中国》、《空前的融合》、《中国道教史》、《中国货币史》（
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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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门阀，就是阀阅门第。
我国古代贵族官僚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常常用来张贴本户的
功状。
阀阅成为达官贵人家的一种标志，因此，后来那些世代做官的人家，又称为门阀。
门阀制度就是按门户等级严格区别士族与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以维护高门
贵族特权的等级制度。
　　门阀制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西汉武帝以后，出现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儒家经籍
如《尚书》、《春秋》等成为世代研讨的家学。
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
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
“士族”是指他们掌握儒学及文化知识，“世族”是指他们世代做官。
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①，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
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都是连续四代都有人担任“三公”的大官。
魏晋以后，地主阶级中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的等级区别进一步确立。
那时的政治，通常称为“门阀政治”。
　　在门阀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曹丕建立魏国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起了重要作用；“九品”即士人分
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
因此，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
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门第的高卑）、官资（父祖的
政治地位）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
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的世代相传、等级
森严的门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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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读本（史话分卷）》丛书是目前所见学生历史读物中最好的。
一是丛书的各单本作者都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二是丛书的内容深浅适中，
既体现了大纲要求，又有所拓展，可以作为课内知识的有效补充，很适合学生阅读。
同时，《两晋南北朝史话》也适合老师们作为资源来储备。
　　——白幼蒂（北师大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高级中学实验课本编委）　　本套丛书是按
照新课标要求进行编辑的，扣住了教学大纲，既体现了教学重点，又有适当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知识
面很有必要，是一套质量很高的学生课外读物。
　　——李明赞（北京四中历史特级教师，国家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此书最大特点
就是将知识、学术融为一体，既有严谨治学态度、科学辩证唯物史观，又能够栩栩如生描述再现一个
过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人生哲理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层面要求，更有助于学生学习
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拓展。
对于青少年学习、探究历史，《中国读本（史话分卷）》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范桂英（北京十五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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