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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想做一部《新史钞》，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情，钞出来给大家看看。
其原因如下：    中国历史是很繁的。
要想博览，很不容易。
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
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
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
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
但又有两种毛病：(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
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掺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我想做部书，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
出来；而又用极谨严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
但是这种书已经不大容易做了。
就做成了，也不大容易刻。
    这一部书，是我历年在学校里教授所预备的一点稿子，联缀起来的。
虽然和《新史钞》的体例相去尚远。
然而其中也不无可取之处。
给现在的学生看了，或者可以做研究国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
我这一部书，和以前出版的书，重要的异点如下：    ◎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
其中上古史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
此外特别的考据，特别的议论，也还有数十百条。
即如中国的各种民族(特如南族近人所通称为高地族的)，似乎自此以前，也没有像我这么分析得清楚
的。
    ◎读书自然不重在呆记事实，而重在得一种方法。
我这部书，除掉出于愚见的考据议论外，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可称是研究史学
的人必要的一种常识。
    ◎这一部书，卷帙虽然不多；然关于参考的书，我都切实指出(且多指明篇名卷第)；若能一一翻检
，则这部书虽不过六十多万言，而读者已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
且不啻替要想读书的人，亲切指示门径。
    ◎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
但是随意摘取几条事实(甚且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硬说
是社会进化的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
我这部书，似乎也没这种毛病。
    以上的话，并不是要自行表扬；只是希望读者诸君，在这方面注意一点。
至于这部书的体制，我还有几条要说，如下：    △本书全用白话，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
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
    △全书区区六十余万言，于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自然不能完具。
但其详略之间，颇有斟酌。
大抵众所共知之事从略，不甚经见之事较详，有关特别考证之处最详。
    △中国的历史，和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关系极多。
要彻底明白中国史，必须于这诸国诸族的历史，也大略叙述。
但为篇幅所限，只得想个断制之法。
其民族遂人于中国，变为中国之一民族者详之。
其余便只能述其与中国关系的事情。
我于这一部分，也略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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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若有机会，当再另做一部书，以飨读者。
    △引据的书，和举出的参考书，都注明篇名卷第。
惟当然可知其在何篇何卷的，不再加注，以避繁琐。
如某君时代某人之事，当然在正史某帝纪某人传中，某朝的赋税兵刑制度，当然在某史的食货刑法志
内之类。
    △纪年都据民国纪元逆推。
①但若必须知其为某朝某君时之事，或须知其为西元何时之事，则或附注于下，或竟从变例。
    △地名除与现今相同者外，均注明其为今何地。
惟区域太大者，其势无从注起(如郡只能注其治今何地，势难尽注其所辖之地)，请自用读史地图等参
考。
人地名有参照西史的，都于其下附注原文。
    △双行夹注，为吾国书中最善之款式(可使首尾完全，而眉目仍清醒)，故本书仍多用之。
本书用双行夹注处，与用夹句号处不同，并请注意。
    △凡引用成文处，除提行另写外，两头皆施⋯’号。
删节处用⋯⋯号。
其(1)名词，(2)成语，(3)特别提出的名词或语句，(4)引用他人之言而不尽照原文钞录处，均用‘’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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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版《中国通史》完成于1939年，分上、下两册，上册18章，分门别类地叙述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政
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内容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
、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类；下册36章，按时间顺序叙述
中国政治的变革。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这次将原书竖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为了版式美观，将原书的双行夹注，改
为单行；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将民国纪元统一改为公元纪年。
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我们对全书进行了细致认真的点校。
除此之外，基本未作任何改动，目的就是让读者读到最原始、最纯粹、最璀璨的史学巨著一《中国通
史》。
本书由吕思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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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多年来潜心于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先后从事杂志编辑、心理医生等职业，发表心理励志类作品近1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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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共同出兵和中东路
 　第五节 松黑航权和尼港事件
 　第六节 中俄的新交涉
 　第七节 中国和德奥的新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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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日本在东北的形势
　第八章 最近的财政
 　第一节 民国时代的财政情形
 　第二节 中国的内外债
 　第三节 新银行团的复活
 　第四节 最近的关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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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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