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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十余年前曾立下宏愿，希望能撰写一本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
少年气盛，不自知孤陋，历时两年余，积稿盈寸矣。
当年曾自订四项规律以自策勉。
  第一是必须将古籍融会贯通，透过缜密思考，用现代的文体，叙述古代的事物。
绝对革除堆砌长幅大段古籍，敷张而成书者流。
此固或可表示著者之渊博，于读者而言，则有不知所云的感觉。
不幸这类史籍充斥，有的到了能剪糊多少便印刷多少的程度，焉能不使一般追求国史知识者望书兴叹
。
   第二是对史事的排比组合，尽可能要按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
因为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理解史事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从中获取些许经验。
如果叙史时海阔天空，上下古今，畅论一是，容或偶有所得，然于一般读者而言，史事尚未认知，焉
能从而领悟其“真理”？
此类以“一家之言”而鸣世之著作，亦曾风流一时，于一般读者而言亦只得随声附和，颇似寓言所说
国王的龙袍，不能不说美极了。
第三是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物，易言之，即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过去的事都是历史
”的那种历史，而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的历史。
所以很多史家都承认“凡是历史都是近代史”这句话，因为都是根据近代人的眼光在选择史事，在析
绎史事。
举例以明之：如唐代日本“遣唐使”之事，在唐代绝不受重视，宋以后的史家更不理会此事，但清末
民初以后的史家便大肆渲染成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影响日本了。
又如明世宗时的“大礼之议”，为了谁应称为“皇考”之争，明史记载连篇累牍，煞有介事，今日则
有不知何所云然的感觉。
如何采择过去的史事人物等加以浓淡分明的叙述，需要史学家的智慧，也还需真正博古通今（中外）
。
第四是篇幅不可过繁重。
当年订为五十万字左右，主要是估计一位有正常工作的人，每日抽空阅读，能在一周内读完为适宜。
大家都知道写历史不怕篇幅多，要抄多少都有供应；问题在如何简，更重要的在“简得其当”。
简得其当的标准很难定，这便是最绞脑汁，熬心血的功夫。
笔者尝因某人或事应配置在何处，如何叙述，萦绕于心，久思不能决，拂之亦不能去，甚至当玩麻将
时亦入侵，其恶可知。
   工作两年余之后检视成绩“惨”然。
除第一项勉强做到外，其余三项均力不从心，尤其篇幅臃肿不堪，是真正眼高手低的产品。
懊丧之余，从史功、史才、史识、史意（章学诚首创，即史之意境）等方面作一反省，自知不逮。
此后工作方向转换，但数十年来每浏览国史书籍，若有所感触，辄笔之于卡。
五年前检视累积之物，似略有所得，重拾旧业之念油然而生。
原因很简单，我虽顽劣窳陋仍如昔日，但已年近古稀，即将退归田园，汰于学界之外。
在未消失于茫茫史学界之前，桑榆之年总不能再坐耗时光，因此抱定入地狱的心情撰写此书。
三十余年前的手稿，可用者已十不得一二，若干纸张已朽，只得糊贴在稿纸上始免破碎，纸且如斯，
人何以堪。
   “中国”亦可当作地名解释，“中华”则涵有历史文化传统之意；故今日之国人，无论其政治主张
如何歧异，但都坚守着中华两字不放。
因此本书杜撰“中华世界”一辞，因中国文籍中所说的“天下”，与今人世界同义。
本书的主旨即在叙述中华世界从形成到破灭的历史。
“纲”是纲要，自知无法周详耳。
   全书共分六编，第六编叙述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历史，采取拙著《中国近代史》者约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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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错误已改订。
补充若干新意见，编组亦重作安排。
笔者何以叙史至辛亥革命为止的原因，在本书最后两页有交代。
  本书是于一般渴望知道国史者而著，于专家言，实不值一哂，故引文均未注明出处。
因为笔者功力浅薄，绝对大多数引文均据《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而已。
读者欲进一步探索，可查正史之本传或有关本纪或书、志。
本书所引者均极短少，有时仅数字，目的在增加语意及涵义，如果加注出处，篇幅要增多三分之一，
省去之后，对读者无碍，专家自可查证。
   有一鄙见以为颇为重大的问题，即自汉文帝开始到明太祖始废除的年号问题。
从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开始建年号，到他的孙儿汉武帝每数年改一次年号成为习惯，至明太祖为止，一
千五百三十一年之间，共有六百七十一个年号。
年号是计算时间的基准，如果记不清每个年号所代表的时间，当提到某年号时，自茫然不知何义；如
用几个年号去列论某一史事演变的历程时，等于说天书，不知所云。
一千五百年间有六百七十一个纪年单位，实在可怕。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改了十一次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次，武则天建周之后共十五
年改年号十三次，有一年而有两个年号者。
随意更改年号是读中国历史的极大障碍。
当年标点《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的诸君子，未趁此将年号改为帝王纪年，附以公元，是大失策
。
若干史家喜用年号叙史论事，自以为典雅，实则迂腐浅陋（他们也常错误，例子很多）。
本书援孔子作《春秋》用“鲁隐公元年”之义，彻底废除徒以代表皇帝个人愚昧无识而复困扰后学的
年号，用汉武帝二十二年（前119）代替元狩四年。
某几个有特别意义的年号，到有需要时特别说明，如贞观（唐太宗是汉武帝以后明太祖前惟一不改年
号的君主）、建安、永嘉之类。
    笔者自知才质朽陋，素不敢为天下先，惟独废弃年号一事，甚盼史学界诸子不因人废言，竭力推行
，造福后学，庶几有裨于国史之了解与研究；何况所提倡的是夫子之道，所反对的是愚昧迷信的皇帝
们的恶行。
    关于《中华史纲》参考书方面，实在不胜列举，只有用浩如烟埃一辞可以形容。
几十年来浏览所及前贤与时贤的杰作颇多，包括专门学术论著与专书，以及一般性之通史作品。
凡拜读到的，均使著者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受到裨益，谨铭谢意。
至于本书的疏漏舛误，自知不免，亦祈匡正，是祷。
铜梁李定一谨识 198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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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严谨独到、朴实优美的通史佳作】
　　《中华史纲》（李定一著），是著名历史学家李定一教授的代表作，也是港台近几十年来最为严
谨的国史著作之一。
书中独特思辨的史观，简洁朴实的语言，相比一般故作高深、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内容跨度从史前传说时期直到辛亥革命为止，记叙了几千年来中华世界的政治和文明之变迁
。
李定一教授的出发点，是要创作一部“针对当代现实，适合普通读者”的通俗历史读物，使读者可以
快速、清晰地了解本民族之国史，以略尽国民之文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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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
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
1946年赴欧美研究，1953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
1963年赴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
1975年返台，任教于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所。

著、译、编有《中国近代史》《中美早期外交史》《中美外交史》《中国近代史论丛》（与吴相湘、
包遵彭合辑）《俄罗斯源流考》《世界史纲》《中华史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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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 第一编　中华民族文化形成时期
第一章　蒙昧时期
第一节　神话——先民心目中的“历史”
第二节　五帝——传说时期
第二章　三代——历史的肇始
第一节　夏代（前2183- 前1752）
第二节　殷商（前1752- 前1111）
第三节　西周（前1111- 前770）
第三章　春秋时代（前770- 前481）
第一节　霸政的兴起——齐桓公
第二节　霸政的发展
第三节　各国的变化
第四章　战国时代（前469- 前221）
第一节　战国变法图强
第二节　诡谲的国际斗争
第三节　 社会的激剧变动
第四节　孔子——民间讲学的创始者
第五节　百花齐放——诸子百家
☆ 第二编　中华世界之创始与发展
　　　　——秦汉三国与魏晋（前221-316）
第五章　“中华世界”的创始
第一节　秦王政时期（前246- 前221）
第二节　秦始皇时代（前221- 前210）
第三节　对秦始皇的评论
第四节　复古与维新的斗争（前209- 前202）
第六章　 中华世界的确立与发展
第一节　大一统局势的奠定——文景之治
第二节　武帝的兴革
第三节　中华世界的巩固
第四节　王莽兴起的背景
第五节　王莽时代——一个理想的破灭
第七章　衰颓时期（25-220）
第一节　光武帝的政策
第二节　黯淡迷惘的士风
第三节　外戚宦官与名流
第四节　长期分裂的前奏
第八章　大分裂的序幕
第一节　曹操的志事
第二节　三国的人物
第三节　三国鼎立
第四节　统一的幻梦——西晋
第九章　中华文化概述
第一节　农业情况
第二节　工商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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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术与科技
☆ 第三编　新陈代谢时期
　　　　——“五胡乱华”与南北朝（316-589）
第十章　大动乱局势（306-439）
第一节　西晋边境的情势
第二节　匈奴称雄时期（306-349）
第三节　羌族称雄时期——苻坚
第四节　北魏的统一
第十一章　江南的开发与繁荣——东晋
第一节　南渡后的政局
第二节　东晋的北伐
第三节　南朝的政局
第四节　新天地中的旧文化
第十二章　旧文化的再生
第一节　孝文帝的华化
第二节　中原的分裂
第三节　新民族的旧文化
☆ 第四编　中华文化之定型
　　　　——隋唐与两宋（589-1276）
第十三章　辉煌的唐代
第一节　大一统盛世的前奏
第二节　唐初的政局
第三节　由盛而衰的经过
第四节　唐代之衰亡
第五节　中华文化的广播
第十四章　唐代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一节　唐代的经济社会
第二节　唐代的文化
第十五章　国势式微时期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概况
第二节　宋代开国的政策
第三节　变法图强
第四节　南宋的苟安
第十六章　两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一节　宋代的经济社会
第二节　宋代的文化
☆ 第五编　中华文化之发展
　　　　——元明清之长期统一（1276-1842）
第十七章　元明两代之大势
第一节　蒙古人统治中国
第二节　明太祖开国政策
第三节　明初政局
第四节　明政之衰与张居正之改革
第五节　明成祖的海外发展
第六节　元明两代的文化
第七节　明代之衰亡
第十八章　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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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统中华
第二节　清初的统治
第三节　由盛而衰之历程
第四节　早期中外关系
第五节　中西文化交流
第六节　清代的文化
☆ 第六编　中华世界的没落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2-1911）
第十九章　西方势力的入侵
第一节　鸦片走私问题
第二节　鸦片战争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第四节　大清帝国的解体
第二十章　全国大动乱
第一节　太平军的勃兴
第二节　太平军的政略
第三节　满汉政权的转移
第二十一章　自强运动
第一节　“师夷之长”的发端
第二节　基督教再度传播
第三节　自强运动的阻碍
第四节　第一次中日战争
第二十二章　救亡运动
第一节　开民智运动与百日维新
第二节　义和团
第三节　辛亥革命
第四节　国民革命之顿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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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神话象征一个民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共通理想与欲望，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梦。
中国、印度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有差异，在这三种迥然不同的神话中，也可略窥端倪。
许多学者都异口同声说，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人文精神，盘古的神话似乎便不是毫无意义了。
（见第3页）秦始皇顺天应人，为天下万世谋福利，大家理应歌颂他，拥戴他，但刚好相反，当世的
人诟骂他为“暴秦”，后世的人更将他视为专制残酷暴君的代表。
⋯⋯秦始皇贻祸中国最深远的地方，是他为后世树立一个行法治便享国不久的恶劣先例，使得中国政
治长久厉行人治，而且君主在行人治专制时还振振有辞！
（见第91页）汉武帝的“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只是提倡教育，政府不再用公帑去养不重视教化的
“学人”而已，他决没有统制思想，压迫学术自由。
董仲舒也从未作过如此之建议！
武帝十分敬重董仲舒，但并未让他在中枢任职。
（见第107页）随着王莽死亡的不仅只一个个人，而是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有三个中心思想：（一）任何朝代都一定灭亡，不可能由一家一姓的人永远统治下去；（二
）政权的转移，要用和平方式的“禅让”，不用战争来取得政权；（三）任何政权都要重视天意，天
视自我民视，民心即是天意。
（见第124页）中国农民三大敌人：兵祸、天灾、剥削。
以兵祸最可怕⋯⋯其次是天灾⋯⋯至于剥削则是司空见惯。
如果上述三个敌人同时出现，便是野心家利用农民铤而走险的时机。
野心家多不是农民，只是利用农民。
野心家多用迷信宗教作为凝聚的力量。
所谓的“农民起义”，再酿造成连年兵祸，为其他善良的农民带来悲惨的命运。
遭大屠杀的仍是农民。
兵祸天灾之后，人口减少，复员安定，若干年后，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这便是历史上一治一乱中，
中国农民命运的循环。
（见第164页）“五胡乱华”使浮在上层腐败不堪的魏晋文化，飘到南方去新生，沉淀在中下层的传统
士人，在苦难的情况下，重振自后汉以来即被扬弃的儒术。
不仅在文化上是如此，中华民族经过此次长时期的大动乱，各民族相互糅合，亦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出
现。
（见第231页）贞观之治与文景之治完全有别，后者只是皇帝个人有节俭的美德，但任令豪强横行，使
天下百姓过着牛马猪犬不如的生活。
放弃育民的责任而“无为”，从政治的立场看，他们是不负责任；从人道的观点看，他们是残忍。
贾谊、董仲舒早已揭发其罪恶与黑暗。
前者是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疮痍满目、萧条残破的社会，作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会繁荣，
生民揖让雍容，达到“古昔未有也”的天堂。
这是中国史家提到以往的君主，均以唐太宗为楷模的原因。
（见第252页）蒙古人征服欧亚其他地方，有如风卷残云，惟独征服中原，历时四十余年，耗竭人力最
多。
襄阳与钓鱼城等地的守将，能不使欧亚各地的将军们羞愧死？
何况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积弱的时期。
（见第337页）君主任命宰相主政，故君主不亲理庶政，故称君主专制。
明君多有贤相，昏君则多权奸，但也有不少例外。
废宰相后，皇帝个人直接总理天下庶政，百僚直接对皇帝负责，故称君主独裁，与君主专制有别。
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发生于（明）太祖十三年，自是不设宰相⋯⋯从此皇帝直辖六部，即自兼宰相之
意。
清沿袭明制，君主独裁制在中国推行了五百三十一年（138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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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343页）《南京条约》以后四年间中外所订的条约，都是应该平等，而实质上却极不平等的条约
。
英国因战争得胜，获得了按照他们的国际法上的国交平等；而中国却因为根本不知道那些“国际法”
的缘故，承受了知识上不平等所加与的损害。
（见第446页）湘军与淮军都是应运而生的新势力，这种新力量酝酿形成后，便开始创造新局面。
这批新崭露头角的汉人成为清末的砥柱中流，满人的实际政权由是而转入汉人手中，故洪秀全的种族
主义虽只是号召口号，但它的影响却成全了汉人势力复苏。
（见第492页）戊戌政变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法的问题，而是政权的争夺问题。
戊戌政变不是因变法而引起的政变，而是变人而有的斗争。
尽管康、梁等人是为了达成一种救国的理想而以夺取政权为初步手段，但是反对者却把保持政权当作
了目的。
（见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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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史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李定一教授作品，当代华文世界公认最佳的国史经典著作之一，集
严谨、独到、激情、朴实于一书，乃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通史佳作。
图书卖点:（1）港台权威国史读本——深受读者与学界好评，不可错过的国史佳作！
（2）既彰显民族自信、又保持客观中立。
——比钱穆《国史大纲》更客观，比吕思勉《中国通史》更有趣。
兼具客观中立与民族文化自信。
（3）一部专门“针对当代现实，适合普通读者”的通俗历史读物！
——绝非故作高深、枯燥乏味的庸著。
作者减除与今无关的话题，较少直接引用史料而改用现代文体表达，尤其关注具有当代意义的话题。
（4）深具独创性，而非仅是汇编主流观点。
——对诸多重要的人与事，李定一皆有新鲜论断。
如：“中华世界”概念、废除帝王年号、秦皇、汉武、王莽、曹操、孝文帝、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之
高下、五胡乱华与蒙元满清之异同、近代中华衰弱原因、太平天国与湘军之比较、清末教案原因、义
和团反思、维新与革命之关系等等，都有独特论断，足为文史爱好者及研究者潜心细品。
（5）李定一教授：是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 几大名校的历史学泰斗。
——除了融通中国通史，对中国近代史、中美外交史亦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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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华史纲》：穿过我人格与性格的好书文/杨公博二十多年来，历史书看了不少，读的不多。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直没有离开过史书。
1995年写作十几万字的近现代中外历史大事交付与浙江人民出版社，接触的史书面更广。
然而没有那一本给过我深刻印象。
直到1998年买到《中华史纲》为止。
 我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我的爷爷就给我讲历史故事。
刘邦与韩信的故事言犹在耳，而他老人家作古已十多年，墓木拱矣，不孝孙犹在外乡漂泊独处！
连每年清明祭扫都不能参加，亦人生一大哀也！
 多少年来，看了太多的“官”史书，从范文澜、郭沫若、周谷城、翦伯赞等老一辈泰山之作，到如今
的白寿彝、张传玺、朱绍侯、吴雁南等等，种种著作、教材，资料可能更新，方法可能变化，而观念
一仍其旧，读者既提不起兴趣，又学不到新思想，怠矣！
当今大学中国历史教材可说是死气沉沉，完全摆脱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约束！
     《中华史纲》乃李定一教授离开讲坛后的一家之作，从成书到出版历史十年之久！
可见，虽贵为名校之教授，其思想一旦与宣传部大纲有忤，亦难以面世！
 严格来讲，此书并没有提供一种成系统的新思想或者新体系。
然而通观全书，作者是以一颗阅历丰富的心、一颗认真的心来写作中国史的，他并没有用太多的新材
料，也没有哗众取宠地用什么西方新方法，而是象长者一样娓娓道来，夹叙夹议，时不时有思想的火
花闪耀在字里行间，发人深思。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不少问题和事实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掩盖了，是李定一为我揭开了这个盖子，
看到了许多我甚至不曾想到过的史实！
 历史系的教育教给了我什么呢？
？
没有！
    历史系的宗旨应该是什么呢？
难道学生在这里所应该学到的不是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人文情感、宽仁睿智的人格精神吗？
难道大学历史系现在只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分期法可以出售？
只有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可以转让？
照本宣科的老师们也让我失望！
。
而许多学生的表现与表演更令人恶心，一个个很狗屁地以保守派自居，以传统文化的蛀虫自炫！
呜呼，长此以往，史将不史矣！
    在“史”、“屎”不分的汪洋中，我取了一瓢饮，那就是李定一先生的《中华史纲》。
一本讲了许多真话的书，一本不乏一个智慧老人些许牢骚的书，一本让我恢复对中国历史的信心的有
益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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