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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例我很想做一部《新史钞》，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情，钞出来给大家看看。
其原因如下：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
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
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
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
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
但又有两种毛病：[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
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掺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我想做部书，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
来；而又用极谨严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
但是这种书已经不大容易做了。
就做成了，也不大容易刻。
这一部书，是我历年在学校里教授所预备的一点稿子联缀起来的。
虽然和《新史钞》的体例相去尚远，然而其中也不无可取之处。
给现在的学生看了，或者可以做研究国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
我这一部书，和以前出版的书，重要的异点如下：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
其中上古史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
此外特别的考据，特别的议论，也还有数十百条。
即如中国的各种民族(如南族近人所通称为高地族的)，似乎自此以前，也没有像我分析得这么清楚的
。
读书自然不重在呆记事实，而重在得一种方法。
我这部书，除掉出于愚见的考据议论外，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可称是研究史学
的人必要的一种常识。
这一部书，卷帙虽然不多，然关于参考的书，我都切实指出(且多指明篇名卷第)。
若能一一翻检，则这部书虽不过六十多万言，而读者已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
且不啻替想要读书的人，亲切指示门径。
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
但是随意摘取几条事实(甚且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硬说
是社会进化的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
我这部书，似乎也没这种毛病。
以上的话，并不是要自行表扬；只是希望读者诸君，在这方面注意一点。
至于这部书的体制，我还有几条要说，如下：本书全用白话，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
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
全书区区六十余万言，于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自然不能完具。
但其详略之间，颇有斟酌。
大抵众所共知之事从略，不甚经见之事较详，有关特别考证之处最详。
中国的历史和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关系极多。
要彻底明白中国史，必须于这诸国诸族的历史，也大略叙述。
但为篇幅所限，只得想个断制之法。
其民族遂入于中国，变为中国之一民族者详之，其余便只能述其与中国关系的事情。
我于这一部分，也略有研究。
将来若有机会，当再另作一部书，以飨读者。
引据的书和举出的参考书，都注明篇名卷第。
惟当然可知其在何篇何卷的，不再加注，以避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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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某君时代某人之事，当然在正史某帝纪某人传中；某朝的赋税兵刑制度，当然在某史的食货刑法志
内之类。
纪年都据民国纪元逆推。
①但若必须知其为某朝某君时之事，或须知其为西元何时之事，则或附注于下，或竞从变例。
地名除与现今相同者外，均注明其为今何地。
惟区域太大者，其势无从注起(如郡只能注其治今何地，势难尽注其所辖之地)，请自用读史地图等参
考。
人地名有参照西史的，都于其下附注原文。
双行夹注为吾国书中最善之款式(可使首尾完全，而眉目仍清醒)，故本书仍多用之。
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著者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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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双色典藏版)》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由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
研究的基础上完善而成。
全书约55万字，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
，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通史。
全书由绪论和五编构成，每一编内又分若干章，并按中国历史社会的变迁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
、近世、最近世、现代六个不同的时期。

　　本书是吕思勉的史学成名之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中国通史。
它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史识丰富，笔调流畅，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曾长期作为大学教材
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出版后数十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为了将这部见解独到、考证翔实，影响了无数读者的史学巨著奉献给当今的读者，我们在再版时，不
但保留了原书的双行夹注格式，而且在文字语言风格方面也基本上保持了原书的风格。
原书采用民国纪元，本书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则将民国纪元改为公元纪元。
此外，还配上了与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与图解，以求图文并茂，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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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年)，字诚之，江苏常州人，是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
生于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自学成才。
自1905年始，先后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文史大家钱穆、赵元任等都
是他的学生），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
1926年后，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
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
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一生著述800多万字，其著作有1923年出版的《白话
本国史》四册，后又著成《吕著中国通史》两册。
晚年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
还著有《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等作品。

　　吕思勉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对其颇为推重，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
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他不仅是位史学专家，而且对经学、文字学、文学都有深刻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
他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为人诚朴，谦虚谨慎，深为时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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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
第二章 中国的历史
第三章 现在研究史学的方法
第四章 本书的分期
第一篇 上古史
第一章 汉族的由来
第二章 古史的年代和系统
第三章 三皇五帝
第一节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第四节 禹的治水
第四章 三王时代
第一节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
第二节 夏殷的兴亡
第三节 商朝的事实
第四节 商周的兴亡
第五节 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 春秋战国
第一节 春秋
第二节 战国
第六章 汉族以外的诸族
第一节 獯（xūn）粥（yù）
第二节 东胡
第三节 貉
第四节 氐羌
第五节 粤
第六节 濮
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
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
第一节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
第二节 封建
第三节 官制
第四节 教育和选举
第五节 兵制
第六节 法律
第九章 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工商业和货币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
第十章 古代的宗教和文化
第一节 古代的哲学和宗教
第二节文字的起源和变迁
第三节 东周以后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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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古史（上）
第一章 秦始皇帝的政策
第二章 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一节 豪杰亡秦
第二节 节项羽的分封和楚汉的兴亡
第三节 汉初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斗争
第三章 汉初的休养生息
第四章 汉朝的武功
第一节 匈奴
第二节 西域
第三节 朝鲜
第四节 闽粤南越和西南夷
第五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一节 汉武帝的内政
第二节 霍光废立和前汉的外戚
第六章 社会革命
第七章 后汉的灭亡
第一节 光武中兴
第二节 后汉的武功
第三节 后汉的外戚和宦官
第八章 秦汉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第三节 赋税
第四节 兵制
第五节 法律
第六节 学术
第二篇 中古史（中）
第一章 后汉的灭亡和三国
第一节 后汉的乱源
第二节 汉末的割据和三国的兴亡
第二章 两晋和五湖
第一节 晋初异族的形势
第二节 八王之乱
第三节 西晋的灭亡
第四节 胡羯的兴亡
第五节 鲜卑的侵入
第六节 东晋内外的相持
第七节 苻秦的盛强
第八节 淝水之战和北方分裂
第九节 拓跋氏的兴起
第十节 宋篡东晋和魏并北方
第三章 南北朝
第一节 宋齐的治乱
第二节 北魏的盛衰
第三节 东西魏的纷争和侯景乱梁
第四节 周齐的兴亡和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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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军阀和异族
第二篇 中古文（下）
第一章 隋朝的内政外交
第一节 隋文帝的内治
第二节 回族的起源和分布
第三节 高车和柔然
第四节 突厥的起源
第五节 突厥的盛强和隋朝与突厥的交涉
第六节 朝鲜半岛三国和中国的关系
第七节 隋唐的兴亡
第二章 唐朝的初盛
第一节 太宗灭突厥
第二节 藏族的兴起
第三节 印度阿利安人入藏
第四节 唐朝和朝鲜、日本的关系
第五节 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的关系
第六节 武韦之乱和开元之治
第三章 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第三节 兵制
第四节 刑制
第五节 赋税制度和民生
第六节 学术和宗教
第七节 门阀的兴废
第三篇 近古史（上）
第一章 近古史和中古史的异点
第二章 唐朝的分裂和灭亡
第一节 安史之乱
第二节 唐中叶后的外患
第三节 肃代到穆宗时候的藩镇
第四节 宦官的专横
第五节 黄巢之乱和唐朝的灭亡
第三章 五代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一节 梁唐晋的争夺
第二节 契丹的兴起和侵入中国
第三节 周世宗的强盛和宋朝的统一
第四章 北宋的积弱
第一节 宋初和辽夏和交涉
第二节 宋初的政策和后来腐败的情形
第三节 王荆公的变法
第四节 神宗的武功
第五节 元绍圣的纷更和徽宗的衰侈
第五章 北宋辽金的兴亡
第一节 女真和金室的起源
第二节 辽朝的灭亡
第三节 北宋灭亡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通史>>

第三篇 近古史（下）
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战
第一节 南宋初期的战事
第二节 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
第三节 海陵的南侵和韩侂胄的北伐
第二章 南宋金元的兴亡
第一节 蒙古的由来
第二节 蒙古征服漠南北
第三节 金朝的灭亡
第四节 南宋的灭亡
第三章 蒙古的武功
第一节 大食盛强以后西域的形势
第二节 蒙古的西征
第三节 蒙古和朝鲜日本
第四节 蒙古和南方诸国
第四章 元朝的衰亡
第一节 汗位继承的纷争
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
第三节 元朝的灭亡
第五章 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学校选举
第三节 兵制
第四节 刑制
第五节 租税制度( 上)
第六节 租税制度（下）
第七节 钞法
第八节 学术风俗
第四篇 近世史（上）
第一章 明朝的对外
第一节 明朝的武功
第二节 瓦剌的强盛
第三节 蒙古的再兴
第四节 倭寇和丰臣秀吉
第二章 明朝的内治
第一节 宦官的专权
第二节 权臣和党祸
第三章 清朝的兴起
第一节 清朝的先世
第二节 建州女真的盛衰
第三节 海西女直的南迁
第四节 清太祖的兴起
第五节 辽东西的战争
第四章 明朝的灭亡
第一节 流寇和北都陷落
第二节 福唐桂三王的灭亡
第三节 郑氏和三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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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朝的盛世
第一节 满州内部特殊势力的消灭
第二节 清朝对待汉人的政策
第三节 顺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第六章 近代的蒙回藏
第一节 种族和宗教的变化
第二节 黄教的盛行和天山南路的回教
第三节 卫拉特的盛强和清朝征服蒙古
第四节 清朝平定西藏
第五节 清朝平定卫拉特
第六节 清朝平定回部
第七节 清朝征服廓尔喀
第七章 近代的西南诸族
第一节 湘黔的苗族
第二节 滇黔的濮族和金川
第三节 两广的粤族
第八章 近代的后印度半岛
第一节 平缅麓川的灭亡和缅甸建国
第二节 清朝和缅甸的交涉
第三节 黎莫新旧阮的纷争和清朝讨伐新阮
第四节 暹罗的建国
第九章 清朝的中衰
第一节 乾隆时的衰机
第二节 嘉庆时的内乱
第四篇 近世史（下）
第一章 中西交涉的初期
第一节 西人的东来
第二节 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情形
第三节 中俄初期的交涉
第四节 西南最初对待外人的情形
第五节 五口通商
第六节 英法兵攻破京城和东北的割地
第二章 咸同时的大内乱
第一节 太平军
第二节 捻军
第三节 回事
第三章 藩属的丧失
第一节 英俄的亚洲侵略和伊犁交涉
第二节 安南和缅甸、暹罗的丧失
第三节 中日甲午之战和朝鲜的丧失
第四节 教士保护权的变迁和德据胶州
第四章 清朝覆亡和民国的兴起
第一节 革新的原动力
第二节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第三节 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
第四节 满蒙藏的危机( 上)
第五节 满蒙藏的危机(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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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清朝的末运
第五章 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学校选举
第三节 兵制
第四节 法律
第五节 赋税制度( 上)
第六节 赋税制度( 下)
第七节 币制的变迁
第八节 学术思想的变迁
第五篇 现代史
第一章 武昌起义到正式政府成立
第一节 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
第二节 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北迁
第三节 大借款、宋案和赣宁之役
第四节 正式总统的举出和国会解散
第二章 俄蒙英藏的交涉
第一节 俄蒙交涉
第二节 英藏交涉
第三章 五月九日的国耻
第一节 五口通商以来外交上形势的回顾
第二节 日占青岛和二十一条的要求
第四章 帝制复辟和护法
第一节 帝制运动
第二节 对德宣战和复辟
第三节 护法战争和南北议和
第五章 南北分裂后的变故
第一节 皖直战争
第二节 军政府的绝续和北方下统一令
第三节 赣豫陕的战事和川湘鄂之争
第四节 直奉战争
第五节 北方黎徐的更迭和南方广州之变
第六节 各省的纷扰
第七节 裁兵废督和自治的潮流
第六章 最近的蒙藏
第一节 蒙古的取消独立和再陷
第二节 六年后的英藏交涉
第七章 最近的交涉
第一节 巴黎和会的失败
第二节 华府会议的参与
第三节 鲁案的解决
第四节 共同出兵和中东路
第五节 松黑航权和尼港事件
第六节 中俄的新交涉
第七节 中国和德奥的新交涉
第八节 日本在东北的形势
第八章 最近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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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国时代的财政情形
第二节 中国的内外债
第三节 新银行团的复活
第四节 最近的关税问题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通史>>

章节摘录

有这种民气和民力，傥真能利用，中国的国力实在可以扩张到无限。
偏遇着秦始皇、汉武帝两个人，把民力财力半消耗在奢侈淫欲的一方面。
秦始皇的用兵，已经很不经济，汉武帝更其专信几个椒房之亲，家无法度，以致总算起来，总是败北
的时候多，胜利的时候少，就使胜利，也所得不偿所用兵的所失。
这种用兵，实在一无可取。
中国大有可为的时代，就给这两个人弄糟了的。
然而后世，很多崇拜他、原谅他的人，可谓侥幸极了。
汉武帝这个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观。
他的文治见第八章第六节。
然而他这个人太“不经济”。
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开漕渠”、“徙贫民”，原也是做得的事。
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
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
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
至于“封禅”、“巡守”、“营宫室”、“求神仙”，就本是昏聩的事情。
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扰乱异常。
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
然而还有崇拜他的人，不过是迷信他的武功。
我说：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
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傥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
“汉武式”的用兵，是实在无足崇拜的。
炀帝的无道，是人人所知开运河一事，或有人替他辩护，说于调和南北的文化有益。
然而开运河，用不着“坐龙舟”游玩。
炀帝的开运河，和汉武帝的“事四夷”一样，所做的事情，虽不能说他全然无益，然而以如此“劳费
”，致如此“效果”，总是极不经济的；而且他作事的动机，全没有福国利民的思想；所以就他的行
为而论，毕竟是功不抵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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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
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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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通史(双色典藏版)》编辑推荐：史学大师吕思勉的成名之作，曾遭国民政府封杀的历史教材。
中国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迄今为止最权威、最经典的通史读本之一。
双色典雅，图文并茂，可读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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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
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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