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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原为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教材，讲授对象主要为非历史专业的学生
，因其广博而不失精细的特点，受众多学生的追捧，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

　　无论史学观点还是编纂方式，本书均不同于其他通史，特别与当时盛行的“考证派”大相径庭，
反映了作者一向重视综合和通识的治史特点，尤其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封建时期和专制时
期，逻辑严密，脉络清晰，成一家之说，无疑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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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历史学家，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先后于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执教，是当时少有的能同时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
史的学者，一直被学生称为最会讲故事的教授。

雷先生并不仅仅满足于埋首东西学问之中，而是像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关心国家政治，放言
议政，针砭时事，并开创了盛极一时的“战国策”派，却也埋下了因言获罪的根源。
在民国时期，他的不少著作就受到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在院系调整中，从清华大学被调到南开大学。
之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屡遭批判，备受折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1961年，雷先生被摘掉“右派”帽子后，毅然重返教台，倾心教学，但终因身心俱损，于1962年过早
辞世。

　　雷先生著述不多，却均属上乘之作，代表作有《国史纲要》《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
史纲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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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旧社会阶级之破裂——氏与姓之混淆
　二 旧社会阶级之破裂——迁徙赐姓与变姓
　三 新阶级制度——大地主与农民奴婢
　四 新阶级制度——商贾
　五 新阶级制度——贵贱贫富与社会改革
　六 新阶级制度——四民之并为臣妾
第二十章　汉代武功（前202～88）
　一 武功伟人
　二 匈 奴
　三 西 域
　四 朝鲜百粤与西南夷
　五 文化势力之播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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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汉代内政（前2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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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皇权与外戚
　四 皇权与地方官
　五 中兴之治
　六 听天由命之消极人民
第二十二章　秦汉宗教
　一 神仙家与黄老学
　二 儒教之成立——素王
　三 儒教之成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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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古代文化之总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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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政治制度之破裂——国军消灭与地方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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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乱亡经过——西晋与中原之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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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儒教之凝结与衰颓
　二 清谈与隐逸
　三 道 教
　四 佛教之输入
第二十六章　五胡乱华（317～383）
　一 背 景
　二 中原沦丧
　三 汉族南迁
　四 南北分局
第二十七章　南北朝　（383～589）
　一 南北互诋
　二 南 朝
　三 北 朝
　四 门 阀
　五 南北消长与混一
第二十八章　新宗教之酝酿与成熟
　一 新宗教之酝酿
　二 辩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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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佛教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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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史纲要>>

　六 元 亡
第三十八章　明之复国与政治文化之停顿　（1368～1528）
　一 科举与八股
　二 政治设施——专制之深刻化
　三 政治设施——宦官之始终当权
　四 兵制与军事
　五 海外扩张与汉族闽粤系之兴起
第三十九章　元明理学
　一 陈献章
　二 王阳明
第四十章　新势力之兴起与明之乱亡（1528～1644）
　一 蒙 古
　二 日 本
　三 西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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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商代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外部形式表现为方国联盟。
商代的方国在殷墟甲骨文中称为“某方”“多方”“邦方”等，方国首领的称谓有“侯”“伯”“邦
伯”“任”“田”等。
这些方国多是由古代的部族独立发展演变而来的，与商王国缺乏内在的联系，因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
诸方国与商王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始终与商为敌，有的时服时叛，有的则长期与商结为同盟。
可见，商朝并不是大一统的国家，而是一个以商王国为主体的松散联盟；商王国与诸方国并非中央王
朝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商王国为方国联盟的主体，作为商王国的首领，对其他方国而言，商王具有盟主的性质。
商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商王同势力的盛衰。
盘庚迁殷以前，商王国曾五次迁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由于商王国的衰弱，王权也随之不振
。
盘庚迁殷（前1300）以后，内乱消弭，逐渐形成了以殷都为中心的王畿，王朝的地位才渐渐稳固。
正因为有了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的王畿为后盾，商王国才得以凌驾于诸方国之上，形同中央王国。
 此时的商王经常以诸侯之长和盟主的身份对外行使王权，以命令的口吻支使方国首领。
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呼”“令”某侯、某伯的记载，说明商王对某些方国有一定的支配权。
西方最强的周在名义上也承认商王为天子。
此时似乎没有成周式的封建制度；但部落间已有一种与封建制相近的比较精密的组织。
天下一家的观念，此时大概已很普遍；名义上的共主就是这个观念的象征。
 商王的对外权力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商王国内部，商王的权力则是至高无上的。
王权的至尊，是由社会内部结构所决定的。
 从社会内部结构来看，商王国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
在宗族政治体制下，商王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王国的首领，又是同姓宗族的大族长，亦是异姓宗族
的君主，集王权、族权、政权于一身。
在王国内部，商王自称“余一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异于专制君主。
 商王的王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
兄终弟及是传统的王位继承法，武乙以前的诸王，兄死由弟继承，直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
这种继承制度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有一定的随意性，容易导致争夺王位的现象。
武乙以后的诸王均为父死子继，传子制取代了传统的兄终弟及制，这一制度为后来的周人所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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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
重，更偏重综合。
    ——何炳棣（著名史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学术贵在通识，贵在自得，治史亦如此。
雷海宗先生的这部著作，具有这方面的品格。
对这部著作，不论后人如何评价，它是自成一家的。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一本七八十年前的史学著作，今天读来还能引人入胜，可见好
的历史著作并不会因时间和政治的原因而从人们眼中消失。
雷海宗写得并不很多，但仅这一本著作就让人肃然起敬。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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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史纲要(增补本)》堪称民国时期大学通识教育无可逾越的高度，与钱穆《国史大纲》分庭抗礼，
下启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老清华与西南联大最受欢迎的通史公开课，被巴金夫人萧珊誉为“好像说故事一样”，一部改变我们
审视历史方式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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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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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炳棣（著名史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学术贵在通识，贵在自得，治史亦如此。
雷海宗先生的这部著作，具有这方面的品格。
对这部著作，不论后人如何评价，它是自成一家的。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一本七八十年前的史学著作，今天读来还能引人入胜，可见好的
历史著作并不会因时间和政治的原因而从人们眼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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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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