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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班固评传(套装共2册)》内容简介：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成功地撰写了
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确立。
《班固评传(套装共2册)》以详赡的史实为基础，并通过大量的考证和分析，系统地论述了班固所处的
时代背景、班固的生平、班固撰写《汉书》的曲折经历和卓越的史识，以及班固史学的深远影响。
尤其深入地探讨了班固反对崇古非今的政治思想，重视改革、重视人才和人心向背的治国思想，重视"
人事"的天人关系思想，弘扬"实录"精神、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史学思想，主张"食足货通，然后国
实民富"的经济思想，倡导"德主刑辅"的刑法思想，赞扬民族一统、主张民族和好的民族思想，及其重
视考究学术源流、构建学术体系思想等方面的贡献。
全书结构合理，逻辑严密，论证全面，内容多所开拓，新见迭出，且文字简洁，语言流畅，具有很强
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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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其泰，1939年出生，广东丰顺人。
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汉代和近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及教育部社科项目《传统史学的确立及其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范文澜与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1992年）、《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1994年）、《再建丰
碑——班固和（汉书）》（1994年）、《梁启超评传》（1996年）、《清代公羊学》（1997年）、《
史学与民族精神》（1999年）、《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2000年）合编有《梁启超论著选粹》
（1994年）、《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文集》（1998年）、《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2001年）（
均为第一编选者）。
发表有史学论文、文章百余篇。

　　赵永春，1953年生，吉林省榆树市人。
197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现任四平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北方民族研究所所长、教授。
兼任中国辽金史学会理事、吉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吉林省民族学会理事。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学习与研究，独立完成《金宋关系史研究》、《元世祖忽必烈》、《奉使辽金行
程录》等著作4部。
主编或参编《中国通史》（二人合作）等著作20多部；发表《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等文章7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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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时代际遇
一、东汉初年国力的强盛
1.皇朝一统与政治改革
2.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平定匈奴与出使西域
二、儒学正宗化和迷信盛行
1.儒学正宗化
2.“宣布图谶于天下
3.朴素理性精神的发扬
第二章 学术渊源
一、司马迁著史的优良传统
二、班氏家世
1.班氏先世
2.边地豪富
3.“志节慷慨”的儒士
4.受诏校阅皇家藏书
5.“方直自守”的品格
6.兼容儒道的思想倾向
三、班彪的学术思想及其对班固的影响
1.“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
2.劝隗嚣放弃割据
3.著《王命论》，阐述天下将统一于刘氏的思想
4.劝窦融拥戴光武帝刘秀
5.提出不绝往来、加强管理的民族对策
6.撰写《史记后传》
第三章 著史生涯
一、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
1.承继家学与洛阳求学
2.积极举荐人才
3.私撰《汉书》
4.受诏修史
5.对秦朝灭亡的深刻认识
二、坚守志向，终成《汉书》
1.坚守志向
2.撰集《白虎通义》
3.终成《汉书》
三、从征匈奴与班昭续史
1.从窦宪北征匈奴
2.含冤被害
3.班昭续史
第四章 反思西汉一代之盛衰
一、建国兴业
1.汉何以兴
2.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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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萧规曹随
二、文景之治
1.文景之治
2.统一与分裂
三、汉武盛世
1.大一统
2.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四、昭宣中兴
1.霍光辅政
2.宣帝治国
五、帝国的衰落
1.权臣擅政
2.“正直之路壅塞
3.社会矛盾激化
第五章 创立新的构史体系
——班固的历史编撰思想
一、创立新的著史格局
1.《史记》的续作
2.创立新的著史格局
二、增补内容
1.出色的补充
2.增设篇目
3.比司马迁提高一步
三、严密合理的体例
1.调整总体布局
2.移置内容
3.多设合传
4.“断代为史”与“通古今
5.兼具“志”“表”的妙用
6.兼具“纪”“传”体例的《王莽》
四、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
第六章 卓越的史识
一、反对复古，宣扬汉代功业
1.俗儒崇古非今的倾向
2.王充的期望
3.反对复古思想
4.宣扬汉代功业
二、弘扬“实录”精神
1.评《史记》以寄志
2.直书宗室外戚的残暴腐朽
3.揭露弊政
三、褒扬正直，怒斥邪恶
1.让正直之人名垂青史
2.令邪恶之徒遗臭万年
四、卓越的人才思想
1.时势造英雄
2.人才与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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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对抗神学浊流
第八章 “訜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
第九章 德主刑畏，各得其用
第十章 赞扬民族一统
第十一章 论天文历法和自然现象
第十二章 论地理沿革和学术源流
第十三章 文学成就
第十四章 班固史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附录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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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武帝接受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教训，又经历过长年战乱，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民力，奖励生产，提
倡节约。
还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他就下令恢复文帝时期的旧制度，改“什一之税”为“三十税一”，减轻赋
税的征收。
此后，又宣布恢复老百姓过去习惯使用的五铢钱，治理因王莽改制而造成的货币混乱局面。
他在朝廷上常与大臣讨论民众疾苦，寻求减轻负担、使百姓宽息的办法。
据司马彪《续汉志》《百官志》和《郡国志》记载，光武帝合并官僚衙门机构，减少冗员，每年节省
费用数以亿计。
光武帝即位之后，宣称要以“柔道”治天下。
“柔道”意味着对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实行优柔政策，包括东汉前期的轻徭薄赋、减免刑罚、假民
公田等。
光武帝是在豪强大地主的支持下当上皇帝的，所以他即位之后，很注意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尽量满足
他们的经济要求。
但是，光武帝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固，对这些豪强大地主也进行了一些限制，不让他们掌握主要权力等
。
后来，这些豪强大地主拼命兼并土地，又想方设法逃税漏税，不但使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并逐步沦为奴
隶，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税收，社会矛盾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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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班固评传(套装共2册)》荣获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项“首届中国幽版改府奖”。
荣获首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奖”。
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
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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