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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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脱颖而出，建立了明朝。
建国之初，明太祖定都封王，制定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完善选举制度，并对西南边地进行了开发。
土木之役后，明王朝由盛转衰，权阉佞幸相继乱政，终为关外的满人所灭。
由满人建立的大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进一步被强化，亦曾出现“康乾盛世
”，但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势下，渐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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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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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元明之际　第一节 民族意识与白莲教　第二节 风云际会的草泽群英　第三节 朱元璋早年的发
展　第四节 平陈友谅与张士诚　第五节 北伐与统一第二章 明太祖的开国规模　第一节 定都与封王　
第二节 藏富于民的财经措施　第三节 学校与选举　第四节 严刑峻罚　第五节 政府组织　第六节 卫所
制度第三章 制度的更张与势力的发扬　第一节 靖难之变　第二节 通漕与都城的北徙　第三节 阉势、
阁权的递进　第四节 削藩与边防的始坏　第五节 明初与蒙古、女真的关系　第六节 郑和下西洋　第
七节 西南开发与安南内属第四章 明朝中后期的政局　第一节 土木之役与朝事的反覆　第二节 成、弘
之间的政治与军事　第三节 藩王之变　第四节 议礼与奉道　第五节 南倭北虏　第六节 政潮迭起的内
阁　第七节 张居正的政绩第五章 明清之际　第一节 党议与阉祸　第二节 努尔哈赤的龙兴大业　第三
节 明朝的守御　第四节 流寇亡明与清人入关　第五节 南明恢复的失败　第六节 清统一的告成第六章 
清朝的极盛与中衰　第一节 清初对汉人的势劫利诱　第二节 中央集权的继长增高　第三节 顺康雍乾
四朝内政概述　第四节 内外蒙古与天山南北路的经营　第五节 西藏与青海的平定　第六节 西南土司
与藩属的臣服　第七节 西力的东渐与清室的式微第七章 五百年社会文化的掠影　第一节 人口发展与
土地利用　第二节 商业与工艺　第三节 社会阶级与社会流动　第四节 书吏、幕友、乡绅　第五节 王
学的风靡与反动　第六节 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　第七节 文学与书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通史>>

章节摘录

　　太祖死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皇太孙允炆即位，是为惠帝，改元建文（1399 ～ 1402）
。
　　原来太祖实行封建，所封诸王，各拥重兵，位尊势大，当时有叶伯巨上书，认为诸王分封太侈，
可能会造成尾大不掉的祸患，太祖说他有意离间骨肉，下之于刑部狱。
惠帝在东宫时，即以诸王控制不易，引以为忧。
既即帝位，采兵部尚书齐泰与翰林学士黄子澄的建议，一年之内就先后把不法行迹昭著的周、代、齐
、岷诸王废为庶人，湘王惧罪自焚死。
其间虽有高巍主张效法汉世贾谊与主父偃的推恩众建的遗意，用缓进的手段渐次削弱诸王实力，惜不
见听。
既废五王，遂进而图燕藩。
　　太祖的二子封秦王的与三子封晋王的，都死在洪武中，嗣子幼弱，不足为虑。
惠帝初立，诸王中以坐镇北平的四子燕王朱棣居长，势力最强，也最桀骜不驯。
他在和尚姚广孝的佐助下，阴谋不轨的情状，惠帝颇有所闻。
因此，他始终是朝廷削藩的首要目标，废除周、代、齐诸王的用意，就在翦除羽翼，使不为燕王助。
　　削藩事起，燕王顾及质于京师的三个儿子的安全，隐忍不发。
等到朝廷想安抚他，同意把他三个儿子送回北平，他就在建文元年秋，举兵反，号称“靖难”，意谓
朝廷有难，齐黄诸人导引天子变易祖制，他准备用武力消灭他们。
在此后三年的内战中，燕王命其世子高炽留守北平，自己带着高煦、高燧两个儿子转战南北，对于士
气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反观朝廷方面，兵力火器皆占上风，但是惠帝既不能够御驾亲征，且日与方孝孺究心于托古改制的不
急之务，徒然助长了燕王的藉口，更何况最初所用的带兵统帅，一个是暮气已深的老将耿炳文，一个
是寡谋忌功的膏粱子弟李景隆（李文忠子）。
　　燕王起事之初，为免后顾之忧，他先攻取北平北边几个军事据点，在滹沱河击溃了耿炳文北伐的
大军后，又出关袭夺大宁，迫使宁王所统的护卫兵与兀良哈三卫的蒙古兵从征，及时回师，与北平城
中高炽的留守部队，内外夹击，把李景隆围城的南军打了个大败。
次年，景隆再败于白沟河，退至德州，再退济南，朝廷乃以盛庸代之。
靖难兵围济南，赖盛庸与铁铉力守，久攻不下，撤围而去。
未几，东昌（今山东聊城市）之役，盛庸大败北军，阵斩燕将张玉。
三年春的夹河（今河北武邑县南）之役，盛唐再斩燕将谭渊，先胜后败。
是年，燕王遣李远等假扮南军，越过山东西南，窜入徐、沛，焚弃南军粮械，尽悉中原无备之状。
次年，燕王避开运河沿线有重兵防守的据点，绕道皖北南下，在灵璧侥幸获胜后，迭下泗州、寿州，
渡淮，直趋扬州。
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叛附燕，燕王遂自瓜洲过江，取镇江，次龙潭。
惠帝遣使请和，不许。
六月，燕王攻京师金川门，李景隆等开门迎降，京师就沦陷了。
当时宫中火起，惠帝后与太子皆焚死，惠帝不知所终。
他很有出亡的可能，但是明朝有许多的野史，对于惠帝出亡之后的来去行踪、所作诗文、所题匾额、
所着袈裟与所接人物，皆绘声绘影地罗缕记存，愈后愈详，就不尽可信了。
　　燕王入京，即了帝位，是为成祖，改元永乐（1403 ～ 1424 ）。
即位之初，他革除建文年号，建文前后四年的记事，沿用洪武年号，改作洪武三十二年，以至三十五
年。
建文年间，政治上的新猷，悉加推翻；所有榜文奏书，除了有关钱粮、兵马的资料外，悉加焚毁；太
祖实录亦曾两度遭到改修，添进许多粉饰之词，预为靖难留地步。
惠帝次子文圭被幽禁于凤阳，至英宗朝始出。
建文诸臣，主张削藩的，反对成祖的，都遭杀戮，他们的亲族、邻居、师友、门生亦多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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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清的瓜蔓抄、铁铉的寸磔投沸油中，方孝孺的夷灭十族，死事尤其惨烈。
方孝孺曾师事宋濂，是明初一大儒。
承孟子与周礼的绪余，他满怀改制的理想与热诚。
他推衍轻君诛暴论的精义，提倡以宗法为基础的地方分权。
他又主张仿行上古井田制度，杜绝民间贫富悬殊之弊，这在当时地旷人稀的情形下，也并不是办不到
的。
惠帝一朝悉去太祖苛酷专滥之政，减轻江浙重赋，开广言路，虚心纳谏，可能都是受孝孺的影响。
明初的士大夫对于元朝仍怀有依恋的心理，孝孺首先脱去这种感情的旧包袱，严格强调夷夏之防，贬
夷狄君临中国的元朝，不得与于正统，只能与一般得位不正、政教紊乱的中国朝代归于变统，他的意
见很影响到明朝史学家的书法。
孝孺死后，他的逊志斋集，亦遭禁阻，他的门人私录其稿，到了宣德年后，始稍稍有传布。
　　另一方面，成祖又藉着编纂群籍的工作，笼络知识分子，冲淡他们对自己的篡位所可能引生的反
感，同时也可以博得稽古右文的美名。
明初徐达入大都，曾大收宋辽金元数世宫廷藏书，置南京文渊阁。
从永乐元年到五年，成祖命解缙等，据文渊阁所藏书，将所载事物，分类排比，统之以韵，成永乐大
典凡22 937 卷，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
可惜文渊阁丰富的藏书，到了明末已丧亡殆尽；现在还能看到的永乐大典也只有原来的二十分之一还
不到了。
永乐十二到十三年间，他又命胡广等先后完成四书大全36 卷、五经大全154 卷、性理大全70 卷，都不
过是杂抄宋儒成说，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此后却成为士子参加科举的必读书，在统制思想、倡导
理学的方面作用很大。
　　高宗在位时期，文治武功臻于极盛，太平日久，志得意满，不免有倦勤的意思。
他本来就是个注重享乐的人，晚年生活益形骄奢，加上年届老迈，精力大不如昔，事权一皆委诸和珅
。
和珅初承高宗眷注，方才二十五岁。
凭着他的口齿伶俐，懂得奉承，在高宗最后的二十多年当中，得到天子的完全信任，一年之内就从御
前侍卫升作军机大臣，是后又兼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大学士诸职，先后或同时担任过几个部的
尚书。
每一次内外用兵的“胜利”，他更一再获得封赏，由男而伯，由伯而公。
他的势大位尊，使他几乎可以任意黜陟官员。
他的私党布列天下，位居要津，在他的庇护下，他们层层剥削，贪污贿赂公行无忌，民力大困。
纵有一二正直官员，深知和珅蠧国之弊，怵于天子的积威，也不敢明显地攻击和珅，以彰帝咎。
就是仁宗初即位时，对和珅的专擅跋扈，也只有容忍。
但是嘉庆四年（1799）正月，高宗死后不过数日，仁宗即赐和珅自尽，家产遭到抄没，其价值竟超过
全国十年的总收入。
　　亲政后的仁宗面对的国家已是百孔千疮。
财用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康雍两朝加上乾隆初期，国库原来有很大的盈余，但是此后宫廷的靡费、旗人的津贴、战争的虚耗、
官场的腐化，这都使得国库存银日见涸竭。
即如高宗自诩为十全武功的内外用兵，耗费一亿二千万两；加上六次南巡，就要损失帑藏几至二亿。
嘉庆年间平定川楚教匪，再荡去二亿；频年水患所需河工的用度，又要好几千万。
仁宗本身颇能厉行节约，他又减缩中央与宗室的开销，把生计困穷的旗民迁到关外屯垦，希望藉此稍
事弥补亏空，却遭到普遍的不满。
于是为了妥协，使他不能勇于消除官场的奢侈腐化的陋习。
他藉助于官职与官衔的鬻卖，冀得缓和财政危机，但是捐官的人出了代价，自必连本带利从百姓的身
上搜刮取偿，徒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加深了他们的痛苦。
　　军事的废弛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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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原有的军队是溯自关外时代的八旗兵，入关后，以归附的明朝部队作基础，加上新召募的，用绿
旗为标识，称作绿营。
旗兵分别驻防在京师、畿辅与各省重要都会，领于满洲将军和副都统；绿营则散处于比较小的据点，
分隶各省督、抚、提督、总兵，只充作维持地方秩序的警卫，并不负担作战任务。
在最初几十年，八旗是朝廷征伐的主力；但是入主中原以后，生活上的养尊处优，使得他们渐形骄惰
，失去了尚武的精神。
三藩之役，旗兵不堪作战的情态已暴露出来。
此后绿营代之而兴，又不过百余年，也随着腐化了。
川楚教匪既起，八旗、绿营都不能用，还是靠地方的士绅自行举办团练，才平定了乱事。
以后平定太平天国的湘军，即由团练扩充而成，不过这都算不得是国家的正规部队了。
乾隆末年以下，军纪的沦丧也到了可虞的地步。
西南苗乱发生，大军开赴前线，沿途纵火劫掠，强征勒索，至于民不堪命。
将帅亦复侵吞军款，中饱私囊，虚奏捷讯，冀邀封赏，福康安尤为巨蠧，次则和琳与孙士毅，都靠着
和珅居中维护，上下欺蒙，遂使战事绵历岁月，劳师靡饷，而仅克之。
　　民生凋敝更是使清朝国运逆转的重要因素。
三藩之乱结束之后，百余年来，中国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的速率达到空前的地步，乾隆末
叶，全国人口已臻三亿一千余万，比起明初，增加四倍有余；较诸明朝后期，也增加了两倍有余。
如果考虑到明清之间天灾与兵祸的影响，人口必然有可观的损失，那么这百余年人口的增加诚足惊人
。
到了乾嘉之际，长江中下游的平原早已人满为患，谋生不易，即便中上游的内陆高地，经过移民的长
期开发，也已受到报酬递减律的恶劣影响（详见下章）。
由于人口的压力，加上官吏的剥削，水患与灾荒的频仍，“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相逼来了”，穷极
无聊之余，人心思叛，反清的会党与宗教团体更乘间鼓动，遂使清朝中叶各地民变迭生。
湘黔苗乱，起乾隆六十年（1795），历十余年始定。
嘉庆初元，川楚白莲教徒，揭出“官逼民反”的口号，煽惑农民作乱，蔓延五省，历时九年方平。
同时稍后，东南有海盗之乱，历时亦十载。
未几，华北天理教徒又起，虽旋踵即遭翦灭，而叛党内结宦官，祸延宫禁，实予清室以直接的威胁。
及至道光以降，长江中下游有太平军之役，大河南北亦为捻匪窜扰殆遍，西南、西北地区复有回乱猖
獗。
值此官场腐败、财用匮竭、军备废弛、内乱纷乘之际，西洋列强，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
，益使大清帝国险象环生，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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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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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