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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
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
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
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
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已前的事情一样。
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
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
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
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
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
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
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
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
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
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
、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
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
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
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
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
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
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
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
这决非偶然的事。
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
受过什么教育？
共些什么朋友？
做些什么事情？
这都与我有关系。
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
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
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
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
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
”这话自然不错。
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
因为事情多着呢！
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
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
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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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
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
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
我何尝都记得？
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
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
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罢？
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
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
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
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
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
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
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
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
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
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
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
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
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
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
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
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
就可以措置裕如。
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
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
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
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
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
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
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
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
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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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历史》用简捷流畅的文字叙述从远古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历史大势、制度沿革、文化
发展，终篇则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依归，不仅条理清晰、记述准确，而且处处体现了作者独特的
研究方法以及综合或具体的识见，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优秀的中国通史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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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字诚之，江苏武进人。
中国历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1884年2月27日生于江苏常州，1957年10月9日卒于上海。
幼年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
16岁，自学古史典籍成才。
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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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到新莽时，才起一个晴天霹雳。
新莽的政策，是： 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属。
皆不得卖买。
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的，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立五均司市泉府。
百姓以采矿、渔猎、畜牧、纺织、补缝为业和工匠、巫医、卜祝、商贾等，都自占所为，除其本，计
其利，以十一分之一为贡。
司市以四时仲月，定物平价。
周于民用而不售的东西，均宜照本价买进。
物价腾贵，超过平价一钱时，即照平价卖出。
百姓丧祭之费无所出的，泉府把工商之贡借给他，不取利息。
如借以治产业的，则计其赢利，取息一分。
 立六管之制。
把盐、酒、铁、山泽、赊贷、钱布铜冶六种事业，收归官办。
 新莽的制度：（一）平均地权。
（二）把事业之大者都收归国营。
 （三）虽然未能变交易为分配，然而于生产者，贩卖者，消费者三方面，亦思有以剂其平，使其都不
吃亏，亦都无所牟大利。
果能办到，岂非极好的事？
然而国家有多大的资本，可以操纵市场？
有多细密严肃的行政，可以办这些事，而不至于有弊？
这却是很大的疑问。
而新莽是迷信立法的。
他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于是但“锐思于制作”，而不省目前之务。
如此大改革，即使十分严密监督，还不能保其无弊，何况不甚措意呢？
于是吏缘为奸，所办的事，目的都没有达到，而弊窦反因之而百出。
新莽后来，也知道行不通了。
有几种办法，只得自己取消。
然而事已无及了。
 新莽尤其失计的，是破坏货币制度。
原来汉代钱法屡变，其最后民信用的，便是五铢钱。
钱法金、银、龟、贝杂用，原是经济幼稚时代的事，秦时，业已进他到专用金属。
汉世虽云黄金和铜钱并用，然而金价太贵，和平民不发生关系，为全社会流通之主的，自然还是铜钱
。
所以铜钱，便是当时经济社会的命脉。
而新莽却把五铢钱废掉。
更作金、银、龟、贝、钱、布，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行之。
于是“农桑失业，食货俱废”。
大乱之势，就无可遏止了。
 新莽的大毛病，在于迂阔。
其用兵也是如此。
新室的末年，所在盗起。
其初原不过迫于苛政，苟图救死。
然而新政府的改革，既已不谅于人民，则转而思念旧政府，亦是群众应有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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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刘氏的子孙，特别可以做号召之具。
当时新市，平林之兵，有汉宗室刘玄在内，号为更始将军。
而后汉光武帝，亦起兵舂陵，与之合。
诸将共立更始为帝，北据宛。
新莽发四十万大兵去打他。
军无纪律，又无良将，大败于昆阳。
威声一挫，响应汉兵者蜂起，新室遂不能镇壁。
更始派兵两支：（一）北攻洛阳，（一）西攻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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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讲史系列:中国大历史》作者吕思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这本他为高级中学的学生所作的历史教科书采用白话形式，叙述亦力求其具体，少作概括之辞，是当
年使用面较广，发行量最大的一部高中历史教科书。
内容涉及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专门知识，都是一般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
他治学的规模较为宏达、视野较为开阔，特别注重社会状况的叙述。
作者对史事评述、历史因果关系的分析，也多中肯平实而发人深思。
史学大家吕思勉通俗讲解！
民国历史课本教材完本呈现！
一本书读懂中国史！
最权威、最通俗的中国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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