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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经济的崛起，要求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
回顾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一直领先世界，直到19世纪末。
　　在19世纪末年以来兴起的以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民族振兴运动中
，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世界末日”，几乎被彻底否定。
然而，全盘西化并没有带来民族的复兴。
　　痛定思痛之后，一些西化的代表人物纷纷回归，用比较理性、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9世纪20年代，国内兴起了“国学”热潮。
一时间，大批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得以出版。
　　今天，我们面临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民族文化的复兴，是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中
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文化基础。
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和熏陶，中国很难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此，中央领导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胡锦涛同志多次要求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并坚持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带头示范。
温家宝同志说：“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习近平同志说：“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
政的大道理。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　　《国学经典藏书》根据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为读者展示大师们的著名成
果。
这些可贵的文化精品，是承续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火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读者从中可以体味大师们的文化追求，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培育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
　　《国学经典藏书》立足于：　　一、为大中学生及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权威、实用、通俗的普及
性读本；　　二、为研究人员提供学术积累和参考资料；　　三、为广大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的决
策参考、修身养性的行动指南。
　　本丛书尽可能地选用最初的版本，以保留学者大师著作的原貌。
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原版本中尚存在一些错讹之处，对其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参照其他
版本和部分学者研究成果，确有把握者，予以改正。
为了方便年轻的读者，本套丛书采用横排简体字，并作了标点整理。
编选这样国学精品，一定尚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史讲义>>

内容概要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
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
、知兴替；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把握规律
，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董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
经典，可以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
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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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为辛
亥革命后政府所修。
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
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
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
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未可知。
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
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
但论史之原理。
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
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义全矣。
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
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
《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
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搜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
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
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
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
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
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系统未尝差池。
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
及今而始议保管档案。
保管档案，乃抱残守缺之事，非生枝发叶，移步换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
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
由科钞而史书，由史书而日录，而起居注，而丝纶簿，清代又有军机处档。
具此底本，再加种种之纂修，《实录》又为其扼要，分之而为本纪，为列传，为方略，为各志各表，
史已大备。
易代后就而裁定，其为史馆自定者无几矣。
《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当作《清史》规范。
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发达，流布尤多。
故以此大宗史料归纳之为《清史》。
而此《清史》之在史学上位置，必成正史，则无可纠驳矣。
　　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
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
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
有自。
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
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
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
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第二章　清史体例　　清史今皆只可谓之史料，未成正史。
惟《清史稿》为有史之轮廓，后有修订，大约当本此为去取。
则《清史稿》之与前史异同，其为斟酌损益之故，即吾辈治清史所应讨论者也。
纪志表传，四大总类，仍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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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有十二，最后为《宣统纪》。
据金粱校《刻记》，言初拟为《今上本纪》，后改定。
《今上本纪》之名，自为不合，称《宣统纪》亦属变例。
宣统乃一国纪年之号，非帝身所独有，若称宣统帝，犹为宣统朝之帝，否则以逊国而称逊帝，亦尚相
符。
古有易代而前代之君存在者，修史时其君已亡，则由后代为之追谥，而即以谥入史，若汉之献帝，元
之顺帝，皆是。
清逊帝独在，而《史稿》已成，无谥可称，似当以逊帝名纪。
志目十六：日《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附卤簿》、《选
举》、《职官》、《食货》、《河渠》、《兵》、《交通》、《刑法》、《艺文》、《邦交》。
其《交通》、《邦交》两志，为前史所无，今以时政重要，专为作志。
其《灾异》则所以变前史之《五行志》。
时宪即历，清避高宗讳，改历书为时宪书，其实时宪乃清历之名。
历代历皆有名，且或一代数名，而历之公名不变。
清改明之《大统历》为《时宪历》，至历字成讳遂去之。
《史稿》作志，《历志》竟称《时宪志》，假如明之《历志》，岂可作大统志？
但文字因避讳而流变，其例亦多，姑不论。
第其志中全载《八线表》，篇幅占全志三之二。
夫《八线表》为步天济算之用具，习算者人人挟之，且充用之《八线表》，亦无需密至七八位。
清修《明史》，已用新法列图，即具八线之法，而不必尽推其数。
今何必于志中括其用具？
若果为便用计，则岂不更有《八线对数表》乎？
学校习算之生皆挟一表，书非难得，史志又非便人工作之文，不应浪费篇幅。
以《灾异》变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谓为进步，又仿明《五行志》，削事应之附会，似皆取长去短
；然所载事目，仍拘于五行之分项，岂非矛盾？
夫果以灾异而后志，则必有关于国计之盈绌，民生之登耗，若水旱、饥馑、疾疫之类，载之可也；一
时一地之物异，一人一家之事变，载之何为？
尤可异者，狂人、服异二事。
人之狂为生理中之事，以医学为统计，人之狂者正多，何时何地不有狂人，而《志》独载雍正三年七
月一狂人，云：“灵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众入山，砍竹不归，一百四十余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经
。
”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此一狂人，其狂之程度又甚驯善，若在世俗言之，乃小说家所谓遇异人
得道者。
以此列入《灾异志》，当是清国史馆原有《五行志》，曾列此事，今不知抉择而随手采入，未免苟且
固陋。
服妖之说，尤非有政刑之国所应为。
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有此现象。
若谓国无法度即是灾异，则又不当终清之世仅得一事。
《志》云：“道光十七年，崇阳乡民好服尖头帽鞋，站步不稳。
识者以为服妖。
”由事实言之，叔季之世，奢靡之乡，服之妖者占多数，何可胜载！
其人疴一事，以一产三男占篇幅十之七八。
此事古或以为祥，清代功令亦在优待之列。
此云人疴，岂节育家言乎？
至《艺文志》之为目录学家诟病，则在疏漏，较《时宪》、《灾异》两志，常识未具，犹为有间。
表目十：日《皇子》、《公主》、《外戚》、《诸臣封爵》、《藩部》、《大学士》、《军机大臣》
、《部院大臣》、《疆臣》、《交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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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为前史所无。
《部院大臣》即《明史·七卿表》。
而衙门加一理藩院，官职列至侍郎。
其军机、理藩院之增加，乃应合时制，侍郎之添列，则用意周密，殊便考核。
任其事者为职官制表专家吴君廷燮，亦人存政举之道。
《疆臣》一表，比之方镇。
清中叶以来，实有外重之渐，即其初，设督抚为专官，已有兼辖军民之柄，位尊地重。
史列年表，亦应时代而为之。
而驻防之将军、都统，亦列疆臣，又清之特制也。
《交聘》有表，与《邦交》有志相应。
传目十五：日《后妃》、《诸王》、《诸臣》、《循吏》、《儒林》、《文苑》、《畴人》、《忠义
》、《孝义》、《遗逸》、《艺术》、《烈女》、《土司》、《藩部》、《属国》。
其中《畴人》一传，前史所无，古岂无明习历算之人，一艺之长，史家为之类传，无庸另标专目。
九数属之保氏。
经生不通算术，本不得为全材。
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
可见其视此为学问之余事，不过孔门六艺之一耳。
清代经师，能治历者甚多，既文达偶然创作《畴人传》，并非为史立例，《史稿》乃沿之，似亦多事
，并入《经学》为宜。
《儒林》一传，沿清代学风之弊，以词章为《文苑》，考据即为《儒林》。
考据中专究文字学者，明明文苑耳，而亦与尊德性饬躬行者并驱争先，且形容以身教人者为迂腐，为
空疏，人心风俗，于是大坏。
此亦非《清史稿》作俑，旧国史馆《儒林传》已立此例。
盖为乾嘉以来学风所劫制，不自知其舍本逐末，而卒为世道之忧也。
此皆其可议者也。
　　第三章　清代种族及世系　　三代以前，皆推本于黄帝，秦亦由伯益而来。
封建之世，渊源有自，数典不忘其祖。
其可信之成分，较后世为多。
汉附会豢龙之刘累，仅凭左氏之浮夸，半涉神话。
唐祀老聃，明尊朱子，则皆援引达人，以自标帜。
宋更捏造一神人为圣祖，所谓赵玄朗者，终亦不甚取信于子孙臣庶。
元自附于吐蕃，《蒙古源流》一书，究属荒幻。
惟清之先，以种族论，确为女真；以发达言，称王称帝，实已一再。
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殖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抑娄，为勿吉，勿吉又
为靺鞨，唐末仍复女真，故知其本名未改。
中国史书屡改其名，而在彼实一时之部落名义，非全族有废兴也。
女真既为清之先固定种族，唐时成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海东盛国。
不但疆域官守，建置可观，即其享国年岁，由唐开元十七年乙巳，大武艺建号改元，至后唐同光三年
乙酉，为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谓根深柢固之一国家矣。
此族虽暂屈于辽，而元气未漓，犹能自保其种，契丹不足与同化，女真不自混他族。
未几又乘辽之衰，与辽代兴。
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劳缕述。
所谓一再为帝王者如此。
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
之设。
其中斡朵里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
清之始祖布库里雍顺，居俄漠惠之鄂多理城，盖即此始受斡朵里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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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元初，余别有《清始祖考》，不详述于此。
据《朝鲜实录》，斡朵里为金帝室之后，其余图门江流域女真，即建州全部女真，尚为金之平民，迤
北之兀狄哈女真，在金亦为同种而别族，然则清为金后之近属。
金与渤海发迹之地，同在女真南部，接壤高丽。
清又承金，是其种族之强固，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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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
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胡锦涛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
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温家宝　　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面。
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
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改
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
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
总之，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
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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