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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题记一《中国通史纲要》    本书的编著，自1977年10月22日开始草拟大纲，到今年6月7日全部定稿、10
月22日校完清样，前后恰好是三个年头。
我们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的支持，使我们得以在各种干扰下，毕竟完成了这一工作。
    参加本书编著工作的，有杨钊同志和龚书铎同志，他们分别负责先秦和近代史部分。
方龄贵同志参与编写了封建社会部分的初稿。
朱仲玉同志参加了一些章节的改写并编了全书的索引。
精装本的图版是由杨钊同志和龚书铎同志选集的。
我做了一些修改补充的工作，负责全书的定稿。
    侯外庐同志是我们的顾问，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给我们不少帮助和
启发。
王振铎同志在科学技术史方面，给我们许多学术上和人力上的帮助。
华觉明同志、刘金沂同志、何绍庚同志、杨文衡同志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其他同志，把
他们未发表的研究成果提供我们。
缪鸾和同志、李进修同志、戴学稷同志、刘先照同志、马寿千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许多
同志，参加了讨论，有的还编写了材料。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
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的领导，选派专人参加工作，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
不少同志的作品，包括论文、专书、辞书、年表、教材，都给了我们教益，特别是范文澜同志的《中
国通史》和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给我们的教益较多。
有时，我们做不出更合适的表述，还袭用了一些作品里的成文。
因为本书是普通历史读物，我们对于材料来源和吸收别人的成果都没有注明。
外文出版社首先答应为本书出版日、英、德、法等外文版本。
紧接着，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出汉文原稿的版本。
外文出版社吴恂南同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做了耐心的工作。
我们对上述的各位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对于我个人来说，还应该感谢牟传同志在生活上给我的周到的照顾和对减少我可能遇到的干扰的关心
。
    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
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有待于读者的论定。
中国史上有一些大家所感兴趣的问题，或限于资料上的不足，或由于研究的不足，我们没有勉强地作
出论断，希望以后能不断地有所解决。
    白寿彝    1980年11月9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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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5年，正处“文革”期间，白寿彝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中国通史纲要》的研究
、编撰工作。
从l977年至l980年，历时三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这部小型中国通史完稿。
1980年11月，71岁高龄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出版发行了。

　　《中国通史纲要》是“文革”后，国内出版社科史学学术的第一本书；这是自1975年以来落实白
寿彝先生倡议编写中国通史所迈出的第一大步；又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纲要性和前瞻性的书藉。
这本书很好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用简明的形式和深入浅出的语言，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历史
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出内在特点和规律，反映了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新思考。
按原先的设想，《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
之处，如基本上不引用原始材料，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在表述上力求明确和精炼。
不料当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却立即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到20世纪末，此书已是印刷27次，累计印数达94万余册，到目前为止累计印数已远远超过了上百万册
，现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西班牙、罗马尼亚、韩、蒙等8种外文译本及世界语译本
。
《中国通史纲要》虽然只有30多万字，但在国内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3年，它被列入我国通俗理论读物的必读书目、全国高校指定使用教材。
l988年，它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通史纲要>>

作者简介

　　白寿彝，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民族理论工作者。
回族，河南开封人，早年就读于中州大学、文治大学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
曾为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49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代表，并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开国大典。
此后，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并与侯外庐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员；同郭沫若
、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创办了《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等发起创办
了《历史研究》杂志；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主持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

　　改革开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创办了史学研究所、古籍研究所，任所长；任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
国家教育部称他“年高德劭，学识渊博，教书育人，誉满学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赞他“为我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史学会认为他“学术的追求
，是创新的意识，批判继承祖国文学遗产，成自得之学；学术求索的理念，是通古今之变，关注祖国
历史的兴衰，思考民族的未来。
”
　　他的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史学概论》、《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
《中国通史纲要》、《民族宗教论集》、《回族人物志》、《中国回族史》等，由他总主编的《中国
通史》12卷22册全部出版，江泽民总书记亲笔致信祝贺，对《中国通史》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
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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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通史纲要 (上册)
　第一章　叙论
　　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二、五十多个民族，十多亿人口
　　三、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
　第二章　远古的遗存
　　一、从元谋猿人到北京猿人。
工具的制造和火的使用
　　二、丁村入和山顶洞人。
工具的进步，装饰品的出现
　　三、仰韶文化所见母系民族社会
　　四、龙山文化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
　第三章　古老的神话和传说
　　一、古老的部落
　　二、部落首领，神和神的儿子们
　　三、夏的“家天下”
　第四章　商周奴隶制国家
　　一、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二、商奴隶主王朝
　　三、商代的社会经济
　　四、周的兴起和周奴隶主王朝的建立
　　五、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六、周由盛而衰
　第五章　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时期。
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一、东周初年和春秋时期。
大国争霸
　⋯⋯
中国通史纲要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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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夏的活动地区，是疏松的冲积黄土平原，是适宜于原始耕作的地方。
在平定了洪水，群众都得到安居的时候，这一地区的畜牧业和农业都是很可能有所发展的。
古代天文知识和历法的发展，跟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相传尧时观察了日月星辰的运行，定出了历法，区别了春夏秋冬，以适应一年内畜牧和农耕季节的变
化。
尧时用的是阴历，不能把一周年的实际日数安排在年历内。
于是在一定的时候用设置闰月的办法，进行调整。
尧舜时是以366天作为一周年的实际日数，当然还是不符合天象的实际的。
所谓夏历是否对所传尧时的历法有所改进，不见传说。
但所谓夏历，是受到后人推崇，被认为是一种好的历法。
夏使用了铜器，但较多地用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对于农业生产工具的加工是会有帮助的。
相传有些部落向夏贡铜，而禹用铜铸鼎，并说夏已用铜做兵器。
制铜器的手工业在夏时似已有一定的开展。
夏是由十多个大小近亲部落组成的，夏后氏在这些部落中居于领导的地位，和夏结成联盟的还有一些
远亲部落以及东方夷人的一些部落。
依照传统，部落联盟的首领应由夷和夏轮流担任。
禹在做部落联盟首领时，既对治理洪水立有大的功绩，又在对三苗部落作战时取得大的胜利，在禹个
人声威上升的过程中，氏族首领的那种驾乎氏族成员之上的权力也跟着上升。
禹年老时，东夷部落首领皋陶被选做禹的继承人，这个有威望的皋陶却先禹而死了。
东夷的伯益又被推选出来代替皋陶做禹的继位人。
禹死之后，本应由伯益做部落联盟的首领，可是由于夏部落的势力大，他们借助禹的余威，共推禹子
启为王。
他们向启朝觐，请启调解纠纷，为启歌功颂德。
他们破坏了推选的制度，开始了新的传子的世袭制度。
按古代的说法，认为这是“家天下”的开始。
夏王朝的建立，被认为是历史上的一大变局。
一个叫做有扈氏的部落，指责启对旧制度的破坏。
但有扈氏被启在甘（今陕西省户县）战败、灭掉了。
有扈氏战败的成员被罚做“牧竖”。
所谓“牧竖”，可能意味着战俘被抑制为氏族集体奴隶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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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通史纲要(套装上下册)》编辑推荐：史学泰斗传世之作，中国通史经典读本，畅销30年，销售
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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