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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隋唐宋元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时期。
从公元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到公元1368年元塑灭亡，历时780多年。
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方面，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
在政治方面，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唐宋统治者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整套组织完备的官僚
机构。
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
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地方官由中央任免，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
在经济方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隋唐统治者继续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使土地分配制度得到一定
程度的调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在宋代，租佃关系得到了普遍的发展，佃户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关系减轻，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
极性和努力，经济继续有所发展。
这时的江南地区已成全国的经济重心，江浙一带已成为国家的粮仓，当时有所谓“苏、湖熟，天下足
”的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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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史要籍介绍为纲来统帅选文。
史籍介绍全面系统、重点突出、条理清楚，既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各时期史籍发展的概况，又对重要史
著的作者、体例、基本内容及其史料价值等有关情况作了具体说明。
选文多为文史名篇。
颇具代表性、思想性、可读性。
注释翔实明了，通俗易懂，便于学习。
    本书主要供卫星电视教育、教育学院及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历史专业使用，同时也可作为一般
历史爱好者、自学者的参考或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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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隋书》文字精练，记事虽有曲笔，但大体还是如实的。
隋开国未久，即灭陈而统一南北，声势颇盛。
但如同秦国一样，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历三世而亡。
这给宣塑统治者以深刻的震动。
故唐统治者十分注意总结堕塑治乱兴亡的教训，“以堕为鉴”是编撰《隋书》的出发点。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故《隋书》帝纪如上所说，虽也有曲笔，但大体上还是能够据事直书。
例如《炀帝纪》对于炀帝即位以前及即位之后的种种恶行，在帝纪中均有如实的反映。
关于即位前的情况，（炀帝纪下》写道：“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
有夺宗之计⋯⋯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
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
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
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
”关于即位后的情况，《炀帝纪下》写道：“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
，屠勋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
”《炀帝纪》如此，其他列传，更是毫无忌讳。
例如，虞堂南在贞观时宠遇有加，但是其兄《虞世基传》，照样直书罪恶，不能稍掩。
其次，对农民起义，在《炀帝纪》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对农民起义领袖，虽然仅立《李密传》，但却将其列入《隋书》卷七十，和杨玄感等反堕人物排在同
一卷，并没有将其列入《叛逆传》，和宇文化及等逆臣排在一起。
这就说明（隋书》作者颇有见解，认为农民起义是反对堕统治者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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