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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名师讲义》丛书。
从书名看，意思很清楚。
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成。
　　这些位名师，都是20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
如闻一多、朱自清等位先生，都是一代人师；再如游国恩、雷海宗、周祖谟等位先生，也都是各自学
术领域中的权威。
他们虽都已去世多年，但薪尽火传，其衣被学人，早非一代。
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极有流失之虞
。
据我看，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
　　今天常常听到“抢救文化遗产”之类的呼声。
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
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它们成批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十分高兴。
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只写此短序，聊当前军旗鼓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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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中舒先秦史讲义》在徐中舒先生手写讲义的基础上，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录音补充，由徐先生
的孙子——四川大学学报编审、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师徐亮工整理而成。
是作者多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内容包括自原始社会至秦朝的历史。
从中可见徐中舒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多学科交叉研究先秦史的独到视角和治学门径及
基于扎实的古文字功底而对先秦史料的得心应手的驾驭、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传
授给学生的教学态度。
　　《徐中舒先秦史讲义》既可给读者以丰富的先秦史知识，又为当今的青年学子和教师树立了高尚
的为人、为师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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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中舒（1898—1991），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学家。
曾当选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学会常务理事。
曾任教于四川大学、夏旦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学术成就硕果累累，其主编的《汉语大
字典》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备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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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先秦史专题课讲义（1957年）第一讲 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一、地理环境与中国
历史二、古代中国的基本生产——田蚕织作三、黄河流域两种不同的文化四、南方低地的开发第二讲 
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开始一、三代以前的部落酋长二、尧舜禹的禅让三、夏代传子的家族
私有制四、战国以前南方的农村公社第三讲 地下遗物与夷夏之关系一、夏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二、夷与
龙山文化的关系三、夷夏之争四、成汤灭夏五、武王克商第四讲 殷虚发掘与殷虚年代一、甲骨文之发
现和研究二、殷虚发掘三、巫卜与甲骨文字四、殷虚遗物五、殷虚及其年代六、殷代（殷虚时代）的
物质生活第五讲 殷代世系中的兄终弟及制与嫡长继承制一、殷代世系二、兄终弟及制三、祖甲改制四
、外婚制与宗法制度第六讲 殷代侯田男卫四服的指定服役制与周初的建侯制一、殷代官制二、辽代宫
卫制及部族制三、周公成王东征四、改变指定服役制为建侯制五、殷代的灭亡及其部族迁徙六、夫余
与高句丽的奴隶制第七讲 西周的社会性质一、西周的生产力（甲）生产工具（乙）农业技术二、生产
关系三、西周的社会性质第八讲 太王翦商与文王时代的发展一、周代先世二、国号豳与周三、太王迁
岐四、文王时代国势的发展五、武王克商第九讲 魏齐争霸与合纵连横一、春秋时代的霸业二、战国初
期的形势三、六国称王四、齐、秦强大与合纵连横的形势第十讲 商鞅变法一、变法的内容二、秦国生
产的发达与国势的增强三、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第十一讲 先秦社会中所存在的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对于
学术思想的关系一、在阶级社会中的家族公社二、农村公社三、儒家学派四、老庄学派五、墨家学派
六、法家学派第十二讲 《豳风》的研究一、《豳风》的内容二、《豳风》应为鲁诗三、七月诗中的生
产关系二、先秦史讲义（1982年）一、关于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几个问题（一）村社共同体是不是
原始社会（二）怎样解释古代的三十里（三）新石器时代还有许多空白点，这又怎么解释（四）游牧
民族与农业民族的村社在形态上有什么区别（五）我们说一夫一妻制，那么多妻多夫该怎样解释？
比如收继婚，羌族里还有多夫，后来中国社会里还有纳妾。
（六）古代是不是世外桃源二、高辛与高阳三、唐虞夏部族联盟四、夏代的历史五、夏商之际夏民族
的迁徙六、殷商的历史（一）商朝的年代和世系（二）商朝传说的历史（三）商代的氏族制七、中国
的图腾问题八、商朝的侯田男卫四服制九、殷纣的灭亡十、殷代的两轮车十一、殷周之际的民族大迁
徙十二、西周的兴亡（一）周原文化的两个来源（二）周王朝的兴起周王朝的兴起（续）（三）周代
的封建社会（四）西周的诸侯、诸监（五）周公东征（六）周朝的分封（七）周室衰微（八）宣王中
兴十三、春秋霸业（一）齐桓始霸（二）晋国霸业（三）楚国的历史（四）秦国的历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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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采集发展到初级农业，由田猎发展到畜牧；在畜牧的时候，又发展到了高级的犁耕农业，这是
西洋的情况。
恩格斯针对这种情况，也是这样论述的。
但是，古代中国的情况，和西洋是不同的，与澳洲、美洲相似，它的高级农业是从初级农业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中间没有经过完全畜牧的阶段。
中国在战国以前是没有牛耕的。
商殷以前的远古中国，饲养的家畜主要是鸡犬豕，而不是马羊牛。
　　马牛羊不是东亚大陆原来就有的。
中国古代的生产部门，就只有田蚕织作。
这是怎么讲的呢？
原有东亚大陆原始驯养的家畜，只有犬和猪鸡。
犬是肉食的动物，早在旧石器时代已经为人们驯养成打猎少不了的助手。
猪是东亚普遍的家畜，鸡是南亚的家畜，渐向北方发展的。
仰韶遗址中猪骨甚多。
《后汉书·挹娄传》说，这个部族“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日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寒”。
《孟子》说当时农民的家畜，只说“五母鸡，二母彘”，我们知道现代中国农民最普遍的家畜，还是
鸡和猪。
这两种家畜都是吃谷物的动物，而不是游牧民族所驯养的。
游牧民族所驯养的马牛羊，在亚洲东部原来是没有的。
中国史籍上记载东亚滨海的岛屿，都没有马牛羊。
如《汉书·地理志》说珠崖儋耳郡（就是现在的海南岛）“无虎与马”，《后汉书·东夷传》说倭“
无牛马虎豹羊鹊”（《汉书》、《后汉书》之注不取），《隋书·流求传》说流求（就是我国领土的
台湾省。
台湾是明末荷兰人强占台湾以后的名称）“多猪鸡，无牛羊驴马”。
我们晓得，日本及我国的台湾、海南岛，有史以前都是和大陆相连接的。
当其未与大陆断绝以前，大陆如果已经有马牛羊的家畜，这些岛上不应当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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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文化演进，不外两途：其一由于文化自身之继续发展，其又一则由于外来文化之影响。
”“吾人观殷虚文物之盛，即在能撷取『也人之长而迅即融会为已有，且发扬而光大之。
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仿佛其什一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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