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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了如指掌”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她有一个理想：力图以全球视野、中国眼光、当代立场，在古今中外的智慧宝藏中精选出一套中国公
民人生必备的通识文库。
鉴于“了如指掌”广泛的读者中必然有那些可以改变中国将来的年轻人，因而中国文化与传统也必然
是这套文库的重中之重。
于是便有了您手中的这套“大师的国学课”系列丛书。
在编辑丛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谨随钱穆先生的要求。
他在其大作《国史大纲》中要求他的读者——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
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
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
变与发皇。
)    史不只可为鉴，亦是一种温醇的爱国情意。
“了如指掌”国学馆之“大师的国学课”系列正是一套向钱穆先生致敬的丛书。
个中精选都是大师们不故作艰深、不执高头讲义的作品，尤其适合年轻读者阅读。
我们期望通过这些作品与广大读者一道，向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致以温情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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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
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
盖人非役物无以自养，非能群无以役物。
邃古之世，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此实人性之本然，亦为治世之大道。
然人道之推行，不能不为外物所格。
人之相人偶，本可以至于无穷也，而所处之境限之，则争夺相杀之祸，有不能免者矣。
争夺相杀之局，不外两端：一恃强力夺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劳作以自养。
其群之组织，既皆取与战斗相应；见侵夺之群，亦不得不以战斗应之；率天下而惟战斗之务，于是和
亲康乐之风，渺焉无存；诛求抑压之事，扇而弥甚；始仅行于群与群之间者，继遂推衍而及于群之内
，而小康之世所谓伦纪者立，而人与人相处之道苦矣。
又其一为财力。
人之役物也，利于分工，而其所以能分工，则由其能协力，此自邃古已然。
然协力以役物，仅限于部族之内，至两部族相遇，则非争夺，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而交易之道，则
各求自利。
交易愈盛，则分工益密，相与协力之人愈众，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
故商业之兴，沛乎莫之能御。
然部族之中，各有分职，无所谓为己，亦无所谓为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之风，则自此
泯矣。
盖商业之兴也，使山陬海澨，不知谁何之人，咸能通功易事，分工协力之途愈广，所生之利愈饶，其
利也；而其相交易也，人人以损人利己之道行之，于是损人利己之风，亦遍于山陬海澨，人人之利害
若相反，此则其害也。
语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至于人自私其所有，而恃其多财，或善自封殖以相陵轹而其祸有不忍言者矣。
由前之说，今人所谓封建势力。
由后之说，则今人所谓资本势力也。
封建之暴，尤甚于资本，故人必先求去之。
晚周以来，盖封建势力日微，而资本势力方兴之会。
封建势力，如死灰之不可复然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然而欲然之；资本势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
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为晚周至先汉扰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变，或且以为不
可变，言治者但务去泰去甚，以求苟安，不敢作根本变革之想矣。
故日：以社会组织论，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也。
    《汉书·货殖列传》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
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
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
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
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
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置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赠弋不施于篌隧。
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槎蘖，泽不伐天，蟓鱼麛卵，咸有常禁。
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知力，夙兴夜寐，以治
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
故《易》日：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及周室衰，礼法堕。
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
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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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
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
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
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杰。
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
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晗菽饮水。
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
故未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
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
”此文最能道出东周以后社会之变迁，及其时之人之见解。
盖其所称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则人与人相处之得其道，此实大同之世所留诒，而非小康
之世，世及为礼之大人所能为，《先秦史》已言之。
然世运既降为小康，治理之权，既操于所谓大人者之手，人遂误以此等治法，为此大人之所为，拨乱
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时者是望。
其实世无不自利之党类(class)，望王公大人及所谓士君子者，以行大平大同之道，正如与虎谋皮。
然治不至于大平大同，则终潜伏扰乱之因；其所谓治者，终不过苟安一时，而其决裂亦终不可免；此
孔子所以仅许为小康也。
先秦诸子，亦非不知此义，然如农家、道家等，徒陈高义，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
墨家、法家等，则取救一时之弊，而于根本之计，有所不暇及。
儒家、阴阳家等，知治化之当分等级，且知其当以渐而升矣，然又不知世无不自利之党类，即欲进于
升平，亦非人民自为谋不可，而欲使在上者为之代谋，遂不免与虎谋皮之诮。
此其所以陈义虽高，用心虽苦，而卒不得其当也。
参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
秦、汉之世，先秦诸子之言，流风未沫，士盖无不欲以其所学，移易天下者。
新室之所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见，而其时有志于治平者之公言也。
一击不中，大乱随之，根本之计，自此乃无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见听矣。
此则资本势力，正当如日方升之时，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在也。
    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间，亦当画为一大界。
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
盖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
”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
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
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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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
其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
计1000多万字。
    《大师的国学课(9中国断代史秦汉卷)》是吕思勉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二部，是研究秦汉史的
最基本参考书之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断代史.秦汉卷-大师的国学课-9>>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