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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
对中国人而言，读史能否使人明智倒在其次，主要是可以使人愉快。
古代的中国人，文学和历史是分不大清的，因此大量被中文系视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初作者和读者
都是当历史来看的。
四大名著中最受欢迎的《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在讲史。
而最像小说的《红楼梦》，其实当初倒不那么受老百姓待见。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人毕竟已经迈进了现代社会。
老黄历不用再提，至少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知道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小说。
小说、电视剧里胡编和半胡编的历史故事，看了过瘾之余，有时候也想看点“历史的真实”。
更有野心的历史爱好者，一般都想通过读史，最好是系统地读史，了解历史的全貌。
这时候就用得着通史了。
很多爱好者，只要读史，首选往往就是通史。
真正专门化的历史研究，其实跟其他学科一样，没有点专业训练，还真不一定读得懂。
其实，就算一般文科类的学科，如果学校不那么功利，似乎也应该给学生们开一两门通史课，当然，
首先是开中国通史课。
前些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经常能碰上号称把中国历史都读通了的考生，一问才知道，他们所谓的
“读通”，无非是看了一套中国通史而已。
　　不过，中国人尽管喜欢通史，但以往的积习却很难全然改掉。
写通史尽管不一定要写成通俗历史故事，但还是要通俗易懂才好，否则，读者面就受限制。
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是20世纪出产的中国通史，有两部半著作值得称道：一是钱穆先生的《国
史大纲》，一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半部是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未完成）。
其实，如果按我的看法，还有三部通史也相当不错，一是夏曾佑先生的，一是缪凤林先生的，还有就
是范文澜先生的。
其中夏曾佑先生的著作，原是为中学做教科书的，写得相当有见地，而且是中国人做西洋式通史的第
一部。
缪凤林先生的通史比较扼要，但很有特点。
范文澜先生的大作，是最长的，也是按唯物史观写通史诸大作中，最足观的一套。
　　但是，作为一般爱好者而言，上述的所有通史，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够通俗晓畅，对于史学爱
好者来说，都有点难度。
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分为大陆和台湾两大块。
由于台湾学界相对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折腾事儿，因此，成就斐然。
为一般爱好者书写的通史，也大有可观。
开放之后，我通过各种渠道，见过一些台湾史学家编写的中国通史，大体叙事都比较清楚，文字干净
。
特别优秀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文辞优美。
每个章节，都有历史随笔的味道。
比较起来，大陆史学界尽管开放之后，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通史写作，却在开倒车。
某些长篇巨制，块头虽大，但不仅内容杂芜，优劣不一，而且文字干瘪，味同嚼蜡。
面向市场的所谓图文本通史，主编者名头虽响，但具体编写则是一群毫无研究的学生，等于是书商为
了挣钱临时找人凑出来的，不仅毫无见地，而且有大量的常识错误。
至于各个大学开这门课的学者，为了评职称各自为战、画地为牢编出来的通史教材，则更是不忍卒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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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傅乐成教授领衔主持，邀集门下五位史学俊彦共同撰写而成，是台
湾乃至中国史学界不可多得的通史类著作。
　　　　全书所述史实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讫清帝退位，按朝代顺序分为七卷，由五位青年学者分别
著述其学之所专的部分：《先秦史》，由萧璠著，记述了中华文明诞生到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
《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均由邹纪万著，分叙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东汉末年农民起义以及魏
蜀吴三分天下到南北朝对峙局面的结束这两个时段的历史；《隋唐五代史》，由傅乐成教授亲自撰著
，为隋重启统一盛运到后周灭亡，此三百余年间的历史；《宋辽金元史》，由王明荪著，所叙为从北
宋统一全国到元帝国的衰亡，其间几朝的历史；《明清史》，由姜公韬著，叙述了明建国到满清康乾
盛世国势转衰这段历史；《近代史》，由段昌国著，记叙了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中国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书每卷十余万言，共九十余万言。
书中运用了一些文言文词句，表达简洁通畅，读之如饮醇酿。
且每位著者对书中所述历史事件及人物均有自己独到精辟之见解，贵在不人云亦云。
此外，这套简体版的《中国通史》还配了多幅珍贵的史料插图和战争地图，以便于读者更直观地了解
历史的全貌。
　　本书刊行于1978年，成书之后即在话语圈里产生了巨大影响。
时至今日，仍是不少史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一些高校亦将其作为常用教材，甚至有学者亦能从
中获益。
　　北宋自建国之初，即为边患困扰，虽以纳币结盟换得暂时的安定，但内部财政危机也日深一日，
想变法以求自强，却未能如愿。
金兴起，宋、辽、金遂呈三足鼎立之势。
宋金联合灭辽，同时也暴露了宋的衰弱。
靖康祸后，北宋灭亡，同年，赵构称帝，史称南宋。
偏安一隅的南宋虽图回复北方，但终以失败告终；虽灭亡宿敌金，却为蒙古铁骑所灭。
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由于其统治方式存在致命缺陷终难逃短命而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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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乐成（1922～1984），傅斯年之侄，字力更，号秀实，山东聊城人。
著名史学家。
1940年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
后赴台湾，执教于国立台湾大学。
195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

　　在任教的十几年中，傅教授除在台大授课外，还在同仁、辅仁、淡江等高等院校讲课，并兼任中
兴大学文学院院长，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班和秦汉史研究室的工作，治学严谨、平易近人
，对秦汉、隋唐史的研究颇有建树。
他一生著述甚丰，皆为史学论著，影响较大的有《秦汉史论文集》《隋唐五代史》等。
他的史学论著有的被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是台湾、香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高等学府学习中
国史的必读之书。

　　傅乐成终身未娶。
关于傅先生的感情问题，有这样一个“典故”。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
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
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小姐，对她极为爱慕，却难撷其芳心。
有一天，殷海光在傅乐成的宿舍里聊天，正好那位小姐也在场。
当时殷海光兴致勃发，大谈时局，口若悬河，那位小姐在一旁听得出神。
殷海光走后，傅先生爱慕的小姐对他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
”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
后来那位美丽的小姐还是没有嫁给他，但若干年后，从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
史》，被誉为“不可忽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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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宗死后，年仅七岁的恭帝继立。
显德六年（959）年底，北方传来情报，说辽人有入侵的迹象。
显德七年（960）元旦，突然奏报北汉引辽人入侵。
当时朝廷中的要人有宰相范质、王溥，将领有赵匡胤、慕容延钊、韩通等人。
赵匡胤曾屡随世宗征战，且为禁军领袖，因此当即决定派他为御敌之统帅，以慕容延钊为先锋，并且
次日先锋即行出发。
当时后周政权面临大敌，而朝中是主少国疑，京城中传出谣言，说要以点检作天子，俨然有山雨欲来
之势。
初三日，匡胤出兵，谣言停止，当晚匡胤领兵至距开封东北四十里之陈桥驿宿营，同时官兵们哗噪欲
立匡胤，当时有掌书记赵普、匡胤之弟匡义、都押衙李处耘、将领王彦升等人入帐报告，但匡胤已酒
醉入睡，众人只得出来安抚部属，并且派王彦升、郭延赟等率领所部先驰回京城，一方面通知留在京
城的匡胤心腹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一方面企图以军队入城以待变。
　　在陈桥驿的官兵，全都执戈待旦。
初四日，黎明，兵士们再度逼营，高呼拥立匡胤为天子始得罢休，要求匡胤升帐。
匡胤初醒，尚未及答询，黄袍已加身上，被拥立为帝，而后全军官兵受匡胤告谕，恢复正规，并且军
纪严明地立即返京。
当时后周朝廷的朝会尚未完毕，匡胤以裨将潘美通知，朝中诸臣惶然色变，不知所措。
不久，翰林学士陶谷赶到，由袖中取出禅位诏书宣读，后周帝国的政权乃宣布转移给匡胤。
本来可以是不流血的政变，但当时留京的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欲起兵抗拒匡胤，由朝中尚未回
及家门，已为预先待变的王彦升所追杀，如此，范质、王溥等后周诸臣只得拜降。
当晚，匡胤正式即帝位，奉恭帝为郑王，居于今湖北竹山县。
由于匡胤本人所领之归德军在河南宋州之地，故改国号为宋，中国的五代时期，到此暂告结束；但中
国内部的完全统一，还要到十九年之后。
　　关于这次很戏剧性的兵变，旧史上的记载隐晦不明，真相不能大白；若仔细考察当时许多资料可
以看出，这次兵变绝非偶然事件，而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大政变，至少，从下面几点中可以看出来：　
　（一）显德六年底及七年初，北方之情报，旧史中没有说明北汉和辽人进兵之情形、路线、边防等
等。
而辽史中说显德七年正月没有用兵之事，同时还说自从周世宗北伐，拔三关二州之地，辽人异常惊恐
，世宗病返，燕云地方官民始得稍安。
以势忖之，辽国军民皆恐，不可能即举兵南下；而且辽的皇帝穆宗，并不想对南方用兵，也不关心汉
人土地。
由这些来看，这个北方传来的情报，根本缺乏可靠性，恐怕就是伪造来作为陈桥兵变之序幕。
　　（二）正月初二日，匡胤尚未出兵时，京中已有谣传点检作天子，可见这次政变，京城中人已有
风闻，只是内廷不知；同时又有苗训、楚昭辅等人倡言预见之类的事发生，这也是有目的的。
　　（三）当匡胤兵变后返京，京城中人走告其母杜太后，太后说：“我儿子早就怀有大志，现在果
然不错。
”显然匡胤的母亲并不惊讶这突来的消息，也未加评判之词。
而当初二日京中谣言盛传之时，匡胤惊慌回家告诉乃姐，唯恐事机泄露，他姐姐反而斥责他既有此志
，不必怕人知，应敢作敢为。
可见，匡胤的蓄志，家中人都知道。
　　（四）匡胤赴陈桥之前，曾焚毁文书一批，自有用意。
　　（五）兵变之时，好似演戏，计划井然，安排有序，决不像真正突发的兵士哗变。
同时，有许多说不通之处，例如匡胤本人为禁军领袖，御强敌之全军统帅，岂能夜宿大醉而不知兵变
？
仓促之际加身之黄袍又由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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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位诏书哪能临时写就而成？
　　总之，陈桥兵变，实为赵匡胤所自编、自导、自演的史剧，另外再加上三种凭藉，始得成事：一
为后周朝廷剩下孤儿寡妇，对匡胤无法抵制。
二为匡胤父宏殷久掌禁军，匡胤的部属，多为其父旧日袍泽，父子二人皆与禁军有密切的关系及久远
的感情，因而获得禁军拥护。
三为匡胤有所谓“义社十兄弟”，皆为禁军将领或掌军旅之武人，是当时实力派人物，这批人都支持
匡胤。
　　宋金长期的战争之中，有多次遣使谈和，但始终未能成功。
宋高宗本人是爱好和谈的，当齐政权消失时，岳飞、韩世忠都主张乘机北伐。
是时宋人力抵金齐联军，有几次辉煌的战绩，使宋的声势重振。
可是宋高宗不主张北伐，只求和谈的心理，很使忠心为国的将领们为之气短。
刘豫被废，宋金间没有缓冲，局势也紧张起来，但宋人的声势与士气也都比以往要高，不巧金的朝廷
又酝酿“划归地宋”，这更迎合了宋高宗图求苟安的心理。
绍兴八年（1138 ），宋定都于临安，没有北归恢复之意，而有偏安之局。
　　“划地归宋”的谈和虽然成功，却也是昙花一现，随后不久，金激进主战派得势。
绍兴十年（1140），金以兀术举兵南进，先要收复划给宋人的河南陕西之地。
金兵分道而下，攻陷汴京，占领河南、陕西各州县，所遇抗拒很少，大都随地而降。
兀术渡淮河南进，宋军力守。
刘锜败金兵于顺昌（今安徽阜阳市），岳飞大败兀术于郾城（今河南漯河郾城区），而且进兵到往汴
京四十五里的朱仙镇。
不但河南又见收复，河北各地的反金豪杰，也都暗中与岳飞相结，准备配合响应。
这种有利的局面，宋人本大有可为，但宋高宗以秦桧积极谋和，先调回前线将领张俊、杨沂中，然后
以岳军不可孤军深入令岳飞班师，河南之地又入金人手中。
据旧史中的记载，宋高宗一日内下十二道金牌，才将岳飞召回的。
　　绍兴十一年（1141）春，兀术再度南进，连陷淮南重镇，刘锜又败金兵于拓皋（今安徽巢湖市西
北），吴璘也败金兵于陕西，收复陕西诸州。
不久，刘锜奉令班师，金人也渡淮河北去。
宋室决定议和，令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大将回临安，以世忠及俊为枢密使，飞为副使，实际上是解
除他们的兵权。
这三大将加上刘锜，并称张韩刘岳，其中只有张俊赞成和议，与秦桧相结。
俊又与其他三将不合，刘锜首先遭排挤，俊又告岳飞“逗留不进”等罪名。
当岳飞被捕，下大理寺狱中，朝中大臣都不敢为飞申冤，独韩世忠力保岳飞，并指责秦桧。
然而孤掌难鸣，而且和议已是宋室既定的国策，宋高宗本人也一意求和，岳飞又是最激烈反对求和的
将领，终于在十二月，岳飞在狱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
秦桧能杀掉像岳飞那样重要的将领，当然是得到宋高宗的允许。
金人得知他们最畏惧的宋将岳飞已死，酌酒相贺，从中可以看出宋人求苟安的心理。
岳飞是历史中难得的军事天才，性情至孝，忠心为国，文采绝佳，治军严明。
他的名言有：“敌未灭，何以家为？
”“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但岳飞忠烈激愤的心理，不免对朝廷时有意见，他在军中又极有声望，宋朝廷就以为他有拥兵跋扈之
嫌，这恐怕也是他的不幸。
韩世忠被解除兵权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谈兵事，常常骑驴携酒，带着僮仆，游西湖以终。
宋室到这时期，只能称臣纳币，求欢于敌，过着苟安的日子。
　　同年的十一月，宋金和议成立，和约的重要内容如下：（1）宋称臣奉表于金，金册宋主为帝。
（2）宋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3）金皇帝的生辰及正旦，宋要遣使致贺。
（4）金归还徽宗的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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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金的国界，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
这个和约的订立，结束了南宋初与金人之间长期的战争，除了给宋人带来了更大的屈辱，以及钱财土
地上的损失外，还保全了高宗的皇帝之位。
南宋朝廷在财经上的负担仍如北宋，要养兵、养官、岁币等，开支极大，但疆域上却大为减小。
北宋末，全国有二十三路，一千二百三十四县；到此时的南宋，只剩下十三路，七百零三县。
以东南半壁的生产，来应付宋朝廷如此大的需要，财经上的危机自然不可免除，朝廷只得用增税的方
法来弥补，弄得民间社会日渐困乏，仍然无法解决这问题，宋室只有贫弱依旧，暂时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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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鸣序荐）　　英国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
对中国人而言，读史能否使人明智倒在其次，主要是可以使人愉快。
古代的中国人，文学和历史是分不大清的，因此大量被中文系视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初作者和读者
都是当历史来看的。
四大名著中最受欢迎的《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在讲史。
而最像小说的《红楼梦》，其实当初倒不那么受老百姓待见。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人毕竟已经迈进了现代社会。
老黄历不用再提，至少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知道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小说。
小说、电视剧里胡编和半胡编的历史故事，看了过瘾之余，有时候也想看点“历史的真实”。
更有野心的历史爱好者，一般都想通过读史，最好是系统地读史，了解历史的全貌。
这时候就用得着通史了。
很多爱好者，只要读史，首选往往就是通史。
真正专门化的历史研究，其实跟其他学科一样，没有点专业训练，还真不一定读得懂。
其实，就算一般文科类的学科，如果学校不那么功利，似乎也应该给学生们开一两门通史课，当然，
首先是开中国通史课。
前些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经常能碰上号称把中国历史都读通了的考生，一问才知道，他们所谓的
“读通”，无非是看了一套中国通史而已。
　　不过，中国人尽管喜欢通史，但以往的积习却很难全然改掉。
写通史尽管不一定要写成通俗历史故事，但还是要通俗易懂才好，否则，读者面就受限制。
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是20世纪出产的中国通史，有两部半著作值得称道：一是钱穆先生的《国
史大纲》，一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半部是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未完成）。
其实，如果按我的看法，还有三部通史也相当不错，一是夏曾佑先生的，一是缪凤林先生的，还有就
是范文澜先生的。
其中夏曾佑先生的著作，原是为中学做教科书的，写得相当有见地，而且是中国人做西洋式通史的第
一部。
缪凤林先生的通史比较扼要，但很有特点。
范文澜先生的大作，是最长的，也是按唯物史观写通史诸大作中，最足观的一套。
　　但是，作为一般爱好者而言，上述的所有通史，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够通俗晓畅，对于史学爱
好者来说，都有点难度。
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分为大陆和台湾两大块。
由于台湾学界相对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折腾事儿，因此，成就斐然。
为一般爱好者书写的通史，也大有可观。
开放之后，我通过各种渠道，见过一些台湾史学家编写的中国通史，大体叙事都比较清楚，文字干净
。
特别优秀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文辞优美。
每个章节，都有历史随笔的味道。
比较起来，大陆史学界尽管开放之后，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通史写作，却在开倒车。
某些长篇巨制，块头虽大，但不仅内容杂芜，优劣不一，而且文字干瘪，味同嚼蜡。
面向市场的所谓图文本通史，主编者名头虽响，但具体编写则是一群毫无研究的学生，等于是书商为
了挣钱临时找人凑出来的，不仅毫无见地，而且有大量的常识错误。
至于各个大学开这门课的学者，为了评职称各自为战、画地为牢编出来的通史教材，则更是不忍卒读
。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套七卷本的《中国通史》，是我所看到台湾同类著作中，比较出色的一部。
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
傅斯年先生虽然长期主持“中研院”史语所，自认是“二流人才”，但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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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连老师都不敢小窥的牛学生。
胡适先生回国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得到作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先生的支持，是根本站不住
脚的。
傅斯年先生的史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大气磅礴，独树一帜。
傅乐成先生从小得家学真传，名儒熏陶，不仅通经史，而且于文学和绘画，也有相当造诣。
西南联大毕业之后，他立志史学，在秦汉史和隋唐史方面建树颇多。
去台后，更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史学界耕耘，在台大历史系做教授多年，是位政学两界任何人都无法忽
视的人物。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五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
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的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
。
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
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个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
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甚至一
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有人说，这套书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
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最大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
两语道个明白。
不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傅乐成的通史来了，说实在的，对于大陆史学爱好者而言，这比台湾著名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
”，更像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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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新修订版”　　台湾继钱穆之后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傅乐成领衔主持　　台湾、香港地区以
及东南亚一带最为畅销的中国通史普及类著作首次引进大陆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
牵头，组织六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
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
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
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
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
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有人说，这套书是典型的台湾国语，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
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最大的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
叙述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
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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