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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季羡林先生为本书题词曰："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
"这是一套人人可读的、全面展现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历程的全新版中国通史。
本书可以当做中国大历史、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历史故事集，甚至中国文化史来读。
全书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连绵不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说到历史，就要回到遥远的时间和空间。
想想这个巨大的我们直观无法看到全貌的地球，在宇宙中小得像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
它的生成已有50亿年，它上面近五千年来发生的历史，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都与历史上重大的变化有关时，阅读历史就形成了一种随时会有收获
的乐趣。
民族的源流、文明的交流、帝国的更迭、宗教的传播、人类的命运、福祸的演变，乃至整个人类的前
途，无不与历史有关。
而我们要从现实看清历史，就要用全球的视野——全球史观来阐释历史。
本书即以准确而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在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
    中国文明，卓尔不群、屹立东方，与西方文明交相辉映，本书通过两种文明的对比，让读者更深刻
地了解中国历史，同时也了解了世界。
    现在推出这样一部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从现实需要上看，还是就历史发展上看，都是恰当其时。
就现实需要上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巨变时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正
在实现复兴的大业，中国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兴盛、中衰、复兴的奥秘，古往今来，日新又新的故事
，都必将启示今人的前进。
读史可以让我们登高望远，回顾与前瞻，从全部的中国史可以看出它指向的光明道路，尽管仍然曲折
，但能给人以宽宏的心胸和广阔的眼界，增加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
从中国历史学发展上看，近百年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近三十年对旧文献的新发现、新认识、新的大
历史观的包容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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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呼唤新的历史解读方式。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普及图文版《中国通史》吸收了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体现了季羡林先生倡导的
“大国学”的全球史观；在揭示历史演进规律、民族兴衰因由和人物成败奥秘的同时，这部通史亦重
视引导读者从历史预知未来能力的全面提升；所以，这是今天读者解读历史智慧的最佳范本。
    这部《中国通史》，将历史故事娓娓道来，让读者知道原来历史这么有趣。
既可以读到有很高文学水平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又可以当历史科学的教科书。
可以说，本书是目前为止出版的通史当中最具可读性的版本。
    历史不是抽象的文字叙说，应该是充满美感的、直观的历史。
为了生动表现历史。
本书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图史体系，丰富的人物图、文物图、军事图和图片说明组成了一部前所未有的
图说中国史，让读者赏心悦目，因此，本书也是一部最好看的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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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伯钦，1963年生于北京。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八年。
后期负责《国务院古籍整理简报》的编辑和出版。
1997年任智品图书（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
先后策划和主编的出版项目有《唐宋八大家全集》、《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中国历代碑刻
书法全集》、《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李肇翔，1953年生，山东曹县人。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华书局编审，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古籍整理专家。
曾主持《唐宋八大家全集》、《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历代禁书》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
近年来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编写了《中国通史可以这样读》、《故事里的中国》、
《话说明代帝王》等多部历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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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到了这种时候，剩下的公子高终于变得“聪明”起来，他看着兄弟姐妹们一个个惨死，总有一
天厄运会落到自己头上，逃跑肯定是不行的，那样会导致家人被诛。
他辗转反侧了好几天，最后决定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全家人，他上书给胡亥说：“臣不才，愿意为父
亲殉葬，希望你看在兄弟的情分上饶了家人。
”这个决定让胡亥很高兴，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一个眼中钉，因此他爽快地答应了公子高的请求，兴
奋之余，还赏赐了十万钱。
至此，胡亥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死光了，公子高是唯一一个死得名声好听一点的。
自1974年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之后，考古队又于1976年在秦陵东侧上焦村发现了十七座陵墓，根据工作
人员的清理，这些陵墓内埋葬的人有男有女，他们身首异处、肢体分离，有的头骨上插着箭头，有的
下骨左右扭错，这些都是非正常死亡的标志。
陵墓内的陪葬品既丰富又精致，绝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拥有的。
再加上陵墓位置靠近秦始皇陵，因此人们猜测，这些人多半是被杀死的公子和公主。
当胡亥铲除了所谓的“眼中钉”之后，赵高又起了别的心思。
一直以来，他都对蒙氏兄弟心怀怨恨，一来是因为他们当初得罪过自己，二来是他们的地位会对自己
产生威胁，因此赵高念念不忘除掉他们。
当初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时，上卿蒙毅曾随行在身边，后来，赵高嫌他碍手碍脚，便找了个“替始皇
出祷山川”的借口将他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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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通史(卷3):秦·汉卷》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秦统一六国第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千古一帝秦始皇汉承秦制汉朝进入向强盛发展的轨道儒家
思想大一统大汉威仪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展开丝绸之路光武中兴宦官与外戚专权的局面刘秀结束王莽之
乱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国力大增。
秦始皇抓住历史契机，顺历史潮流而动，以秦国强大的军力和财力为后盾，利用李斯等人的智谋着手
规划统一中国的大业。
从公元前230年攻韩国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国结束的十年时问，秦国结束了中国白春秋以来长达五
百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开创了中华文明史上大一统的新纪元。
两汉的历史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璀璨篇章。
汉高祖至汉文景时期的汉朝，经济实力直线上升，成为东方第一帝国，与西罗马并称两大帝国。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匈奴帝国战败而向北逃遁。
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一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
秦汉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大一统和专制集权格局，农工商结合的自然经济格局，多民族交流融合的
格局，大开放中心性外交的格局，应用性的科技文化格局基本定型，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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