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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05年开始，复旦大学新生入学后不分系科，在文理学院(现称复旦学院)中接受通识教育。
为了营造通识教育的氛围，学生宿舍的入住者，是由电脑随机编排的，不同系科的学生会聚一室，可
以有一个拓宽知识面的互相交流的平台。
学院开设一批文理科最基本的“平台课”——公选基础课程，供大家选修。
“国史概要”作为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也名列其中。
我开设这门课程多年，又是教材的编写者，受聘讲授这门课程，有一种老课新开的感觉，面对的学生
有人文类的，社科类的，还有理工类的，历史学基础各不相同，而且课时只有以前的一半，必须重新
通盘考虑。
　　使用的教材，是我写的《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
这本教材原先是为每周四学时(一学期讲完)而写的，已经比以前的中国通史课程大为精减了。
现在又要精减一半：上课时间是一学期，每周二学时。
如果扣除法定假日、考试，可以用于上课的时间，只有十六周、三十二学时。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要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讲得深入浅出，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
　　除了时间因素的制约，还必须考虑以下两点：一是与高中的历史课程相衔接，二是与教材《国史
概要》相配合。
如果依然采用一般通史的讲授方式，显然吃力不讨好，难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看来只能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每周二学时讲一个专题，十六周讲十六个专题，在有限的时间里，把
国史的精华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用富有魅力的讲课，帮助学生去钻研教材。
　　这就是书名“国史十六讲”的由来。
　　为此，我重新撰写了十六个专题的讲稿。
无论是讲题的确定，还是内容的取舍，都煞费苦心。
不管如何安排，总是显得顾此失彼、挂一漏万。
最后形成的讲稿，是从我自己的读史心得中提炼出来的，力图对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具有
深度和新意的解读，不再纠缠于历史的线索和细枝末节。
我的原则是绝对不能面面俱到，因为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企图面面俱到势必面面俱不到，以至于讲
来索然无味，听来昏昏欲睡。
必须选择重点，讲深讲透，讲出个所以然，给不同专业的学生一个历史深邃感的启示，激发他们重新
思考中华文明史的兴趣。
　　现在看来，我的抉择是成功的。
第一堂课的盛况令我精神振奋，大大出乎预料，三百人的梯形教室人满为患，坐在台阶上的、站在墙
边的，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笑声传出。
下课铃响，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是我四十多年讲课生涯极为罕见的动人景象，激励我以后的每一讲都全力以赴，用演讲的方式，激
情洋溢地把我的读史感受传达给学生，每一讲都获得了极佳的效果，学生们的普遍反映是：“课讲得
真好!”一直到学期结束，课堂的“上座率”依然很高，虽然没有了站着或坐在地上的旁听者，但偌大
的梯形教室基本满座。
每次下课后，讲台前总有学生意犹未尽地提问、讨论。
它给我的最大启示是：学生并不排斥历史课，只要讲得精彩，他们是热烈欢迎的。
这就好比精彩的历史读物照样可以成为畅销书，是一个道理。
　　因此，我有信心把我在复旦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贡献给社会大众共享，让没有机会进入复旦讲堂
听课而对此又心向往之的读者，可以一睹复旦大学精品课程的风采。
　　历史是已经消失了的客观存在，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把已经消失了的客观存在真实地再现出来。
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每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读方式是不同的。
因此人们所看到的历史著作，带有相当大的作者主观色彩，所谓“纯粹的客观”似乎是难以企及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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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也不例外。
《国史十六讲》是我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于兼容并蓄中，进行的新的理解与新的思考。
既然“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那么，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也将是永无止境
的。
我仍然秉持写作《国史概要》时的宗旨，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述各个方面，都力求创新，对当代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吸收消化，用让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尽量改变以往历史教科书
枯燥乏味的“八股腔”，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些年来，承蒙读者的厚爱，一直对拙著《国史概要》给予好评，使它由一本曾经上过排行榜的
“畅销书”，成为一本持续多年的“常销书”。
直到最近，网络上还有读者热情洋溢的评论，实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2005年3月10日，“北大史学论坛”有一位名叫安替的读者说：“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我受到
的文科教育近似于无。
想想看，高考不考史地⋯⋯所以这些课目等于不存在。
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比如历史课本无人有兴趣读下去⋯⋯当然时代在进步，最近樊树志编著的《国史
概要》就是一本非常好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该书每一章节，你都能读到中国历史学界的最新成
果和相关争议；虽然作者也有所倾向，但他都直接说出一家之言的判断理由。
学习这样的历史，真的感觉很酷，好像在看BBS论战一样，在观战之余，读者内心逐渐有了一个开放
、客观的国史轮廓”。
　　“北大中文论坛”上有人撰文，比较几本历史教材后说：“倒是樊本颇具趣味，文笔、选材都具
可观之处，也难怪作为高校教材上市后竟入畅销书前列。
”　　香港圣公会梁季彝中学的一位读者在网站上说：“《国史概要》(香港三联书店2002年版)一书
，可说是近年史学著作方面的畅销书。
该书一改通行教科书的常规写法，大量吸收国内外的最新成果。
在个案的描述和史事的评价上，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　　令人感动的是，一位天津的老先生林忠雄在《天津老年报》上撰文说：“古稀之年，在系统读
书的过程中⋯⋯找到评价好、版本新的《国史概要》(樊树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阅读。
前后读了半年，四十五万字文图并茂，反思和新知颇多”；“该书文笔清新，持论稳健，悬念迭出，
饶有兴味”，“开启了一扇知识之门”。
　　读了这些情真意切的评论，在下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作为一个从事历史教学四十余年的教授，我
向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你们的厚爱!　　希望我的《国史十六讲》能够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
　　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写出让你们满意的历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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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人文大讲堂，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在这里尽情展现。
因此，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那你就可以尽情阅览本书。
书中，你可以看到以下这些内容：青铜文明、诸子百家、中华帝国的创建、古文经学、唐朝文明、古
代少数民族、帝国专制政治、朋党之争、文人社团、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与文化等等。
　　本书主要展现了历史方面的知识。
如青铜文明，诸子百家，中华帝国的创建，古文经学，唐朝文明，古代少数民族，帝国专制政治，朋
党之争，文人社团，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与文化等等。
这是一个人文大讲堂，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在这里尽情展现。
　　本书是复旦大学的名师精品课程讲稿，在授课时受到了学生的热烈好评，反响极好。
作者倾几十年研究之功力，融入自己对中国历史深入的体味与感悟，至情至理，至真至本。
　　本书澄清了被误导和戏说搅得相当混乱的历史观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
，大胆置疑，理性剖析，是近年来少有的学术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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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留校任教。
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
成员。
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
》(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年)、《权
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年)。
其中，《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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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帝国的衰落与分裂　　安史之乱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天宝初年，唐朝倾全力对付吐蕃，分不出兵力来对付东北边疆的奚、契丹，于是起用蕃将安禄山
为平卢节度使。
两年后，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七年后又兼任河东节度使，成为统率二十万精兵的边镇统帅，东北
、华北最大的军阀，与西北军阀哥舒翰遥相呼应，雄镇一方。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
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
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博得唐玄宗的宠信。
在这方面，这个混血胡人很有手腕。
　　——他善于献忠心以取媚于皇帝。
此人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过膝，唐玄宗开玩笑地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大到如此
程度。
安禄山当然不会放过献媚的机会，巧妙地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赤胆忠心而已。
如此赤裸裸地阿谀奉承，唐玄宗居然没有看穿他的虚情假意。
　　——为了获得唐玄宗的宠信，安禄山在杨贵妃身上下功夫。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四十五岁的安禄山竟然拜二十九岁的杨贵妃为“养母”，进出宫廷都以杨贵妃的
“养儿”（义子）自居。
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手，他深知贵妃受皇上无比宠爱，走夫人路线，是最有效的捷径。
　　——东北边疆的奚、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奚、契丹，使唐玄宗喜
出望外，多次嘉奖，称赞他是“万里长城”。
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为了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交给宰相，一手把边防军务交给边将。
在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也获得特殊的宠信。
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可以从边关来到京都，出入宫禁。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是一个野心家。
他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又带有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的头衔，管辖东北、华北地区，号称“兵雄
天下”。
天宝初年，三镇总兵力已经有十八万，当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时，兵力可能已经超过二十万，当时
中央直辖军不过十万而已。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力量对比，一旦与中央分庭抗礼，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人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指出，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
生逆节”，意思是他将要反叛。
事实正是如此。
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训练了一支私家武装，绝对效忠于他个人。
李林甫死后，安禄山加紧了反叛的步伐。
　　可悲的是，唐玄宗对安禄山依然深信不疑。
杨国忠多次向唐玄宗指出，安禄山必反，唐玄宗根本不信。
就在安禄山反叛前几个月，唐玄宗还派官员带亲笔书信给安禄山，说朕已经为你修建温泉，十月间，
朕在华清宫接待你。
好昏庸的快活天子，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竟然邀请安禄山来华清宫同洗温泉浴。
　　唐玄宗等来的不是来洗温泉浴的安禄山，而是举起反叛旗帜的安禄山。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
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
安禄山也不例外，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当他在蓟城（今北京西南）南郊誓师时，为反叛
打出的幌子就是“奉密诏讨杨国忠”，起兵“平祸乱”。
似乎他不但不反对皇帝，而且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诏书，命他发兵讨伐杨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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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特地修建温泉汤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接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任命安西
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就地防御；紧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大将军高
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平叛。
　　白居易《长恨歌》写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紧急战报打破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歌舞升平。
形势急转直下，兵败如山倒。
叛军如秋风扫落叶般节节胜利，只用了短短的三十四天，就从范阳打到洛阳，东都洛阳遭受一百几十
年来未有的浩劫。
守卫洛阳的封常清，驻屯陕州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
唐玄宗轻信监军太监的诬告，以“失律丧师”罪，在潼关处死高仙芝、封常清。
临阵斩帅的严重失误，是平叛战争的不祥之兆。
　　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把天宝十五年改为圣武元年，一派改朝换代的架
势。
这一下叛乱谋反的面目大暴露，先前所谓“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幌子，完全是骗人的。
　　这时的形势对安禄山十分不利。
第一，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联络各地忠义之士，抗击叛军，骚扰洛阳与范阳之间的交通，给安
禄山带来了后顾之忧。
第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兼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奉朝廷调遣，在平叛战争中取胜，切断安
禄山大本营洛阳与根据地范阳之间的通道。
第三，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
哥舒翰也是胡人，此时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威名显赫，而且与安禄山素有宿怨，由他镇守潼关，
足以与安禄山相抗衡。
　　然而，唐玄宗指挥失误，导致满盘皆输。
他想尽快平定叛乱，命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从潼关出兵进攻洛阳，并且要各路兵马围攻洛阳。
在当时形势下，坚守潼关是上策，可保长安无虞。
在河北战场的郭子仪、李光弼向皇帝指出，如果从潼关出兵，有战必败，潼关失守，京师长安危急，
天下之乱就不可平了。
唐玄宗拒不接受。
杨国忠对哥舒翰有所猜忌，极力怂恿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东征。
　　这一错误决策，无异于自投罗网，二十万大军一战即溃，哥舒翰逃回潼关时，被部将抓获，献给
叛军。
一向瞧不起安禄山的哥舒翰，在洛阳向被他骂为“野狐”的安禄山投降。
　　潼关陷落，长安失去屏障，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逃离长安。
次日中午抵达马嵬驿，皇帝的扈从部队发动兵变，杀死奸相杨国忠，迫使唐玄宗命令太监高力士在佛
堂缢死杨贵妃。
当时唐玄宗已七十二岁，杨贵妃才三十八岁。
旧史家渲染杨贵妃是败坏朝政的祸水，意在为唐玄宗开脱，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一地步，完全是唐玄宗
的责任。
在马嵬驿的杨贵妃墓地，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题字，共同的主题就是替杨贵妃鸣冤叫屈，多少反映了
一点与正史不同的民间意识。
　　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和执意向西逃跑的父皇分道扬镳，在太监李辅国的扈从下，奔向朔方节
度使所在地灵武，并且在那里登上皇帝宝座（即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郭子仪、李光弼率领五万军队从河北赶赴灵武，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也派兵前来会合。
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机。
叛军内部则明争暗斗，分崩离析。
安庆绪杀死父亲安禄山，抢得皇帝宝座，却只知纵酒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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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乘机反攻，收复沦陷一年多的长安，继而收复洛阳。
　　此后安史之乱进入另一个阶段，它的主角就是留守范阳的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
他不愿受安庆绪节制，率八万军队向朝廷投降，出任范阳节度使。
时隔半年，史思明反叛，与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遥相呼应。
唐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以出让皇位作为交换条件，向史思明求援。
史思明解邺城之围后，设计杀死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留守邺城，自己引兵北还，在范阳自称大燕
皇帝，并且在半年以后再度攻陷洛阳。
唐朝方面再度陷入被动局面。
正在此时，叛军内讧，史朝义杀死父亲史思明。
唐军乘机收复洛阳，史朝义逃往范阳，遭到守军拒绝，走投无路，自缢而死。
　　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安史之乱是开元、天宝时期腐败政治导致的后果。
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
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
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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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部高校教材何以成为畅销书/文 方晓　　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近年来开设的一门全校性
中国古代史课程，颇受学生好评。
今年4月份，该课程的讲稿结集为《国史十六讲》一书出版发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有出版社的刻意宣传，更没有媒体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视《百家讲坛》精心
打造的“学术明星”，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问世，迅即成为了畅销书，在出版后的数月里始终位
居学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
这其中的奥秘何在？
 　　一般来说，一部书要能够畅销，既要“好看”——写法吸引人，也要让人感到“值得看”，即有
价值和有意义。
《国史十六讲》一书就做到了这两点。
 　一、视野开阔，推陈出新 　 《国史十六讲》是一部推陈出新的高校教材。
以往的传统教科书多以“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为框架，这样一部中国史往往单纯地被写成生产
发展史和农民战争史。
在结构上，则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板块的机械排列。
与之不同的是，《国史十六讲》有以下几大特色：将中国历史分为“大同之世”（史前史与传说时代
）及“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和“中华帝国时期”（秦至晚清）；突出文明、文化的作用，淡化
阶级斗争，对于农民起义很少论及；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三大块”模式。
在此基础上，该书采取“专题”的形式，不求面面俱到，也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用晓畅的语言
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
 　　《国史十六讲》并不是单纯地介绍历史知识，而是力图揭示历史背后的意义。
为此，必须打破“行业”的束缚，不仅对从古到今的中国史有一个贯通的把握，而且要有世界史的眼
光。
固守本“专业”阵地的“专家”则难以做到这一点。
从该书可以看出，作为明史专家的樊教授对于中国古史的“纵通”有着较好的把握，对于中国史在世
界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也有明确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广泛关注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大量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海外学者尤为重
视。
据笔者初步统计，书中所引中国内地学者18人，23次，海外学者43人，74次，海外学者引用率是内地
学者的两倍（人数）及三倍（次数）。
 　　中国学者对中国史的认识有时候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弱点（对此《国史十
六讲》作者也深有感慨）。
而海外学者比我们更具有全球史的眼光，更注重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可对中国史开启一些不同的角
度或思路。
受其影响，《国史十六讲》经常以世界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史。
该书在引用海外学者观点之后常常提示读者：是否可以据此换一种角度思考我们久难解决的问题？
 　　该书因有着开阔的视野而令人大开眼界，其间显示出的一种恢宏气势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二、学术热点话题引人注目 　　《国史十六讲》的最大特色是将学术性注入高校教科书（通常
高校教材是以讲授知识为主），书中论及的不少学术热点话题也是当今最具前沿性的课题。
这些话题不仅能激起青年学子的兴趣，也是为专业学者所重视的。
其中，有些话题集中于国内学界。
例如，关于中国有无“封建社会”的争论恰是当前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热点话题。
由于“封建”概念的混乱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大障碍，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封建”概念的辨
析。
对此，该书第二讲的第4小节《解读“封建”的本意》主张回归西周“封建”，即“封邦建国”、“
封建亲戚”的本意，正反映了内地学界的这一新动向，予读者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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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史十六讲》里还有不少课题是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的。
也许正因为海外学者的启示，才使中国问题走出狭隘的境界，从而焕发出新意。
例如，以往中国史学者多认为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因此对它评价不高。
然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湖南）在上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
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
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西方汉学家开始大力讴歌宋代文化
的辉煌。
我国内地史学界虽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关注“内藤假说”，但热忱始终不断。
《国史十六讲》由此提出，宋代有它辉煌的另一面，无论在科技、经济和文化各领域，它都是繁荣与
创造的黄金时代。
 　　对晚明史的认识也受到海外学术的影响。
一般人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出现的新事物，但是《国史十六讲》指出，不少海外学者
认为全球化进程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
而且当时的经济中心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
明代通常被认为是极端落后的，而事实上其晚期经济正处于世界前列。
笔者认为，这种论点既是对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的挑战，也是对早期西方汉学“中国停滞论”的
极大颠覆。
尽管具体结论值得商榷（实际上，已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先进性”估计过高），
但其方法论的意义已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
“晚明社会变迁”由此成为明史研究的一大热点。
《国史十六讲》在“全球化”背景下看晚明史，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论，希望把对晚明史的认识
引向更高的层次。
 　　拓宽视野看“倭寇”问题，也能得出新的认识。
传统观点认为“倭寇”是“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1960年代起陆续有中外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嘉靖时期中国沿海“倭寇”的主要成员是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民间商人集团，其首领“倭寇王”
王直就是徽州商人。
他们为了冲破明朝的海禁政策，与官方正面冲突，被称为“倭寇”。
当然王直的队伍中确实雇佣了一些日本人，但他们处于从属的地位。
《国史十六讲》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就
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倭患”实际上反映了官方与民间之间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这一提法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但无疑值得重视。
 　　除了以上热点话题外，该书还对另一些传统定论发起挑战。
例如，通常人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只许儒家一派存在，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
《国史十六讲》根据国内学者的新研究，指出最初董仲舒的建议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
的地位，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
在现实政治中，汉武帝并不完全依赖儒士，其治国方略为“儒表法里”。
所谓“王道与霸道”，亦即儒术与法术并用，才是专制集权的真正秘密。
 　　有学者认为“东林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被它的敌人污蔑为“朋党”。
《国史十六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提出“东林非党论”，并指出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
。
 　　五代时期曾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的冯道被人看作是“无耻之徒”，而《国史十六讲》根据海外学
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冯道其实是一个“模范宰相”。
 　　书中因有精辟的学术性分析，而在一些历史事实的介绍外，更彰显出了历史的意义。
例如第三讲在介绍了诸子各派学说之后，指出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既有学术性，也有较强的政治
性——游士们向各国国君游说，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
政治需要使得那些政治性强的学派，如法家和儒家成为显学；而关注科学，放弃政治追求的墨家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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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其“显学”的地位。
第十讲介绍朱熹的学说如何因个人政治命运的改变而从“伪学”一跃成为官学及声誉隆盛的显学。
这些分析说明，学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早已有之，这是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
 　　总之，《国史十六讲》既给初学者以知识，也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赏
的佳作。
 　　三、一点小小的看法 　　该书作者认为，写作此书不能够面面俱到。
的确，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交代最基本的方面。
然而第十二讲却用较大的篇幅讲述野史关于建文帝生死之谜的传说。
当然，讲这个故事可以激起读者的兴趣，在高校教材里讲野史故事也许还算是一个创新。
不过，还有比建文帝生死之谜更重要的历史值得交代。
例如，明世宗（嘉靖）朝的“大礼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极大。
杨廷和为首的官僚集团制约皇帝的失败，导致世宗专权跋扈，也因此有了严嵩、严世蕃父子这类奸佞
当道。
《国史十六讲》在叙述建文帝生死之谜后，直接就谈起严嵩父子。
如果讲了“大礼议”，就不至于显得如此突然。
而且“大礼议”中有趣的故事也不少，足可吸引人们的眼球。
 　　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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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大学课堂讲稿能在社会上受到普通读者如此热捧，恐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2005年到2006年是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爆发时期，新书层出不穷，读者照单全收。
而这本严肃地将学术性内容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国史十六讲》则显得尤为重要。
《国史十六讲》不一味就史论史，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融合了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来揭示历史背后的
意义。
书中的观点既不固守传统，也不刻意标新立异，建立在各方面扎实研究基础上的论点开阔了读者的视
野，也能激发读者对历史的独立思考。
（编辑点评）　　没有出版社的刻意宣传，更没有媒体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视《百家讲坛》精心打
造的“学术明星”，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问世，迅即成为了畅销书，在出版后的数月里始终位居
学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
这其中的奥秘何在？
一般来说，一部书要能够畅销，既要“好看”——写法吸引人，也要让人感到“值得看”——有价值
和有意义。
《国史十六讲》一书就做到了这两点。
在这本讲述中国文明演进历史的著作中，作者比较注意材料与史实的取舍，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重点
问题讲深讲透，基本上展现了中国各个时代的精华。
书中吸收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海外学者的新视野、新观点，不少地方对我们传统的历史观念
构成了挑战。
目前，我们已有的通史著作往往框架较为陈旧，对最新学术成果吸收不多，这本书恰好为对中国历史
文化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史学界最新动态的窗口。
　　——中华读书报　　这本书是从我自己的读史心得中提炼出来的，力图对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问
题，进行具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不再纠缠于历史的线索和细枝末节。
　　我的原则是绝对不能面面俱到，必须选择重点，讲深讲透，讲出个所以然，给不同专业的学生一
个历史深邃感的启示，激发他们重新思考中华文明史的兴趣。
　　现在看来，我的抉择是成功的。
　　因此，我有信心把我在复旦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贡献给社会大众共享，奉贤给没 有机会进入复旦
讲堂听课而对此又心向往之的读者。
　　——樊树志　　本书澄清了被误导和戏说搅得相当混乱的历史观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吸收了
最新的科研成果，大胆置疑，理性剖析，是近年来少有的学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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