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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怎样的一种学问？
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
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
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
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
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
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
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
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
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
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
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
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
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
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
、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
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
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
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
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
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
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
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
这决非偶然的事。
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
受过什么教育？
共些什么朋友？
做些什么事情？
这都与我有关系。
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
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
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
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
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
”这话自然不错。
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
因为事情多着呢！
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
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
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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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
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
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
我何尝都记得？
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
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
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罢？
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
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
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
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
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
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
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
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
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
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
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
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
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
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
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
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
就可以措置裕如。
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
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
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
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
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
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
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
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
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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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副主席的相关谈话宗旨，为党政机关、公务员、高层领导干部出版的
一部有关历史常识的书籍。
本书内容涵盖古今，贯通中外，对于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如何自觉从学习历史中
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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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365读经典编委会成员，主要由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河北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教授和讲师组成
。
编委会里的每位成员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学功底和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曾多次参与同类书的编辑
工作，经验丰富。
其出版的《读点经典》得到了众多机关干部读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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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
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
唐玄宗还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十八年，使得朝政败坏。
此时期又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
由于唐玄宗尊孔崇儒，中央集权力量削弱。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了东、西突厥，吐谷浑等，使盛唐建立了一
个极为辽阔的边境。
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领异族，唐玄宗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
经略使管理。
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
等大权。
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尾大不掉，成为朝廷的隐患。
    公元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以诛杀杨国忠为名，在
范阳(今北京)叛乱，攻下洛阳。
朝廷的抵抗没能有效阻挡反叛军队的进攻。
次年，安禄山称帝，攻下长安，战乱达到顶峰。
唐玄宗不得已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途中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
杨贵妃。
杨国忠被乱刀砍死，无奈的玄宗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这就是历史上的马嵬坡兵变。
之后，玄宗引兵入蜀。
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
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两军在常山(河北正定)会师，击败安禄山部将史
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其儿子安庆绪所杀。
公元759年，安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掉，再攻洛阳。
两年后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所杀。
公元763年史朝义自杀。
叛乱前后历时近八年，始告平定。
    战乱虽平，但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吐藩对唐的侵扰也是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此后虽有短暂的“元和中兴”(唐宪宗时期)，但其全盛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了。
    永贞革新    唐代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出现宦官擅权现象；到肃宗时期，宦官又掌握了军权。
到中后期他们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顺宗即位，即位时已得了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刻任用王叔文、王伾、柳宗
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哗、陈谏、凌淮、程异等进行改革。
主要措施有：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进奉，罢去宦官扰民的官市和五坊小儿(五坊是专门替皇帝养雕、
鹘、鹞、鹰、狗的地方。
在这里当差的太监，叫做五坊小儿。
这些人横行霸道，用各种卑鄙手段来夺取百姓的财物)，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
韩泰为行军司马，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
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
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
俱文珍认为王叔文的权力过大，就以顺宗的名义解除了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
不到—个月，俱文珍又勾结一批人逼顺宗禅位于太子李纯，即唐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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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宗一退位，王叔文、王伾被贬逐，后王叔文又被赐死，王伾死于贬所，柳宗元等被贬为边州司马
，革新失败。
这次改革，历史上也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王朝在经历了唐太宗贞观时期、武则天时期后，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政治军事上的强大、
经济上的繁荣，也就达到了顶峰。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几乎灭亡，从此走上下坡路。
唐王朝的政治一统被藩镇割据所取代，赫赫王权转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
这两个恶疾附着在唐王朝身上，难以根除。
虽然有个别皇帝曾在一些朝臣的帮助下，试图清除这两个毒瘤，但最终都由于根深蒂固，难以奏效。
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就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
P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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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吾人读历史而得古人之知识，据以为基本，而益加研究，此人类知识之所以进步也。
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
业所以进步也，是历史之益也。
    ——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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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公务员、学生等群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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