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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中国古代历史，不再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期，而是将五千年文明分为远古、上古、中
古、近古四个时段，而且这四个时段之间的分界亦背于常理。
对一部中国历史的理解，理论之源既不在以往学界所奉行的“经济决定论”，也不是韦伯的“意识决
定论”，而是二者兼而有之。
但对二者又是有所侧重的，即盾重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厚古而薄今，而非你以往史家通常所做的那样-厚今而薄古。
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大量的篇幅花在经济关系及农民战争方面。
本书对此虽有涉及，但却不是充分的，而且立场和讲法亦大为不同。
不是以中国论中国，而是将一部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因而常常说到别的民族
的历史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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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启良，湖南衡阳人，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现为湘杨尚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长，教授，湖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历史研究
中心客座的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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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为什么这样写中国历史（代序）远古郑 第一章 远古历史的理解问题  一 从顾颉刚的“层累说”说起 
二 再从《山海经》说起  三 精神的考古  四 神话中的史话 第二章 文明起源的向个理论问题  一 文明与
文化的区别  二 文明的起源何从可能  三 文明起源的一元与多元 第三章 从传说看远古的历史  一 中国神
话传说诸特点  二 作为中华民族之共祖的黄帝  三 从三皇到五帝  四 禅让说与原始民主制   五 禅让说与
原邕民主制  六 大禹与洪水之谜的破揭 第四章 夏代文明  一 “夏”的由来  二 华夏集团与夏文明的起源
 三 家天下的确立  四 家国合一与中国政治模式  五 九鼎与九州  六 夏代家天下的维系 第五章 商代文明  
一 商同夏的关系  二 汤与伊尹  三 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  四 商代的国家形态  五 商人的方国  六 人祭与人
殉  七 甲骨文字及其他 第六章 中国先民的英雄时代  一 英雄时代的世界历史共性  二 夸父的示  三 青铜
器的启示  四 嗜酒的商代人  五 乐舞与先民的精神气质  六 史诗问题 第七章 远古时代的神灵崇拜  一 先
民神灵崇拜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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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除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言及尧、舜、禹禅让事迹的，还有《尚书》、《左传》、《国语》
、《庄子》、《孟子》、《荀子》等古籍。
综观诸多说法，如下几点最为显明：一，年老者退居二线，让年轻有为的入主持国政；二，选拔的对
象必经一段时间的考察；三，先王驾崩之后，继位者都有“避让”的行动，只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才重新回到国中继承王位。
    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如此美好的“禅让”不能不让人醉心。
特别在奉行家天下的中国，此种政权更替的模式更具有道德上的魅力。
历代儒生对此津津乐道，原因也就在于试图以此模式规范王朝政治，并以尧、舜、禹的人格引导君王
们厉行德治。
唐代的韩愈的《对禹词》就说：“得其人而传之者，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
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
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
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
传诸子，得大恶，然后人受其乱。
”按照韩愈的看法，政权的交接不外四种情况：一日传人之贤者，二日传人之恶者，三日传于之贤者
，四日传子之恶者。
这四者，以传人之贤者最佳，传子之贤者次之。
    然而，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质疑者亦代不乏人。
韩非子《说疑》篇就说：“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弒其君者。
”史学批判家刘知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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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我为什么这样写中国历史    凡是读过本书的读者，不难发现拙著颇为特殊。
这就是：    一，写中国古代的历史，不再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期，而是将五千年文明分
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段，而且这四个时段之间的分界亦背于常理。
    二，对一部中国历史的理解，理论之源既不在以往学界所奉行的“经济决定论”，也不是韦伯的“
意识决定论”，而是二者兼而有之。
但对二者又是有所侧重的，即看重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三，厚古而薄今，而非像以往史家通常所做的那样——厚今而薄古。
    四，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大量的篇幅花在经济关系及农民战争方面。
本书对此虽有涉及，但却不是充分的，而且立场和讲法亦大为不同。
    五，不是以中国论中国，而是将一部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因而常常说到别
的民族的历史上去。
    六，写通史性的著作，本应少议(或不议)而多叙。
本书则是夹叙夹议，甚或议多而叙少，很不像人们观念中的中国通史。
    我这样写中国历史，实在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至少主观上是如此)，而是觉得如此写法，既能充分表
达自己对一部中国历史的理解，亦可助于读者诸君从较为深入的层次认识中国文明的特性。
为方便阅读，或曰为了不使各位读者对此种写法有某种排拒心理，兹就本书的“特殊”之处，谈谈自
己的具体想法。
    中国人写历史多以朝代分段。
二十五史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写下来的。
本世纪20年代以后，虽然以朝代断限的传统依在，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历史著作从根本上有了
一种新的写法，即将从夏代(或商代)到鸦片战争的历史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阶段。
    从思想来源看，此种历史分期法出自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特别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那段著名的话，基本上铸成了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形态理论框架。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论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更是明确指出：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主义的。
”马克思也好，斯大林也好，如果将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仅仅视为一家之言，倒也没有什么不好。
何况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确有许多精彩的地方。
然而在本世纪特殊的“东方时空”里，所谓“经典作家的语录”被看作比《圣经》还要神圣的词句。
于是，“五种生产方式”说被钦定为正统的史学理论，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要按照这一钦定的理
论模式而拼贴而附会。
    很长时间里，中国是苏联“老大哥”的忠产追随者，一部中国现代史也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所设想
的蓝图改写的，因而对于“五种生产方式”说，也就只能信从，不能有丝毫的怀疑。
80年代以来，学术界稍有松动，学者们终于敢越此雷池，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虽然许多人仍在原有的意识形态里说话，但毕竟有了不同的声音。
但是，争论中在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新的看示很少落实于历史著作的撰写。
尤为不可的是，从中学到大学，历史教科书还是原来的老框框老调调，讲中国历史，还是讲奴隶社会
，讲封建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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