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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
对中国人而言，渎史能否使人明智倒在其次，主要是可以使人愉快。
古代的中国人，文学和历史是分不大清的，因此大量被中文系视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初作者和读者
都是当历史来看的。
四大名著中最受炊迎的《三国演义》，其实就是在讲史。
而最像小说的《红楼梦》，其实当初倒不那么受老百姓待见。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中国人毕竟已经迈进了现代社会。
老黄历不用再提，至少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知道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小说。
小说、电视剧里胡编和半胡编的历史故事，看了过瘾之余，有时候也想看点“历史的真实”。
更有野心的历史爱好者，一般都想通过读史，最好是系统地读史，了解历史的全貌。
这时候就用得着通史了。
很多爱好者，只要读史，首选往往就是通史。
真正专门化的历史研究，其实跟其他学科一样，没有点专业训练，还真不一定读得懂。
其实，就算一般文科类的学科，如果学校不那么功利，似乎也应该给学生们开一两门通史课，当然，
首先是开中国通史课。
前些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经常能碰上号称把中国历史都读通了的考生，一问才知道，他们所谓的
“读通”，无非是看了一套中国通史而已。
　　不过，中国人尽管喜欢通史，但以往的积习却很难全然改掉。
写通史尽管不一定要写成通俗历史故事，但还是要通俗易懂才好，否则，读者面就受限制。
中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是20世纪出产的中国通史，有两部半著作值得称道：一是钱穆先生的《国
史大纲》，一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半部是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未完成）。
其实，如果按我的看法，还有三部通史也相当不错，一是夏曾佑先生的，一是缪凤林先生的，还有就
是范文澜先生的。
其中夏曾佑先生的著作，原是为中学做教科书的，写得相当有见地，而且是中国人做西洋式通史的第
一部。
缪凤林先生的通史比较扼要，但很有特点。
范文澜先生的大作，是最长的，也是按唯物史观写通史诸大作中，最足观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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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傅乐成教授领衔主持，邀集门下五位史学俊彦共同撰写而成，是台
湾乃至中国史学界不可多得的通史类著作。
　　全书所述史实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讫清帝退位，按朝代顺序分为七卷，由五位青年学者分别著述
其学之所专的部分：《先秦史》，由萧璠著，记述了中华文明诞生到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秦
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均由邹纪万著，分叙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东汉末年农民起义以及魏蜀吴
三分天下到南北朝对峙局面的结束这两个时段的历史；《隋唐五代史》，由傅乐成教授亲自撰著，为
隋重启统一盛运到后周灭亡，此三百余年间的历史；《宋辽金元史》，由王明荪著，所叙为从北宋统
一全国到元帝国的衰亡，其间几朝的历史；《明清史》，由姜公韬著，叙述了明建国到满清康乾盛世
国势转衰这段历史；《近代史》，由段昌国著，记叙了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中国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书每卷十余万言，共九十余万言。
书中运用了一些文言文词句，表达简洁通畅，读之如饮醇酿。
且每位著者对书中所述历史事件及人物均有自己独到精辟之见解，贵在不人云亦云。
此外，这套简体版的《中国通史》还配了多幅珍贵的史料插图和战争地图，以便于读者更直观地了解
历史的全貌。
　　本书刊行于1978年，成书之后即在话语圈里产生了巨大影响。
时至今日，仍是不少史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一些高校亦将其作为常用教材，甚至有学者亦能从
中获益。
　　589年，隋灭陈，结束了中国二百余年的分裂。
隋朝国祚虽短，贡献却很大，其开国君主隋文帝制定的一系列典章制度，为后来唐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
唐代隋，中国历史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这种繁荣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
。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及衰的转捩点，至朱温叛唐，唐终为后梁所代，亦开启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代
。
这一时期，南北方大小统治者激烈角逐，兵燹不断，直至北宋建国，中国才又重新走向统一。
《隋唐五代史》所记述的便是这一由分至合、合而又分的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对外交往、文化宗教
等方面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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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乐成（1922～1984），傅斯年之侄，字力更，号秀实，山东聊城人。
著名史学家。
1940年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
后赴台湾，执教于国立台湾大学。
195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

　　在任教的十几年中，傅教授除在台大授课外，还在同仁、辅仁、淡江等高等院校讲课，并兼任中
兴大学文学院院长，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班和秦汉史研究室的工作，治学严谨、平易近人
，对秦汉、隋唐史的研究颇有建树。
他一生著述甚丰，皆为史学论著，影响较大的有《秦汉史论文集》《隋唐五代史》等。
他的史学论著有的被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是台湾、香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高等学府学习中
国史的必读之书。

　　傅乐成终身未娶。
关于傅先生的感情问题，有这样一个“典故”。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
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
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小姐，对她极为爱慕，却难撷其芳心。
有一天，殷海光在傅乐成的宿舍里聊天，正好那位小姐也在场。
当时殷海光兴致勃发，大谈时局，口若悬河，那位小姐在一旁听得出神。
殷海光走后，傅先生爱慕的小姐对他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
”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
后来那位美丽的小姐还是没有嫁给他，但若干年后，从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
史》，被誉为“不可忽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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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隋的建立与统一　第一节 北周胡人的政治遗产　第二节 文帝的篡周与平乱　第三节 平陈之役
第二章 隋的建国规模　第一节 文帝的政绩　第二节 政府的组织　第三节 田赋与兵刑　第四节 运河的
开凿第三章 隋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突厥　第二节 西域与吐谷浑　第三节 海外及南方诸国　第四节 契
丹与高丽第四章 隋帝国的乱亡　第一节 炀帝的纵欲　第二节 群雄的起兵　第三节 唐室的建立与统一
第五章 唐太宗的政治　第一节 太宗的即位（玄武门之变）　第二节 太宗的优点　第三节 贞观之治第
六章 武后的称帝　第一节 高宗易后与武后称制　第二节 武周的代唐　第三节 武曌以后的女主余波第
七章 唐玄宗的政治与安史之乱　第一节 开元的兴革　第二节 天宝的衰象　第三节 安史之乱第八章 唐
代的武功（上）　第一节 东突厥　第二节 西突厥　第三节 铁勒诸部　第四节 西域　第五节 吐蕃　第
六节 吐谷浑、党项和天竺第九章 唐代的武功（下）　第一节 高丽　第二节 奚和契丹　第三节 唐帝国
的版图变迁　第四节 文化的吸收与传布第十章 藩镇的割据　第一节 藩镇的强大　第二节 诸镇的连兵
　第三节 宪宗的征讨　第四节 藩镇的复盛第十一章 安史乱后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回纥的渔利　第二
节 吐蕃的寇侵　第三节 南诏的叛服第十二章 宦官与党争　第一节 宦官权力的膨胀　第二节 宦官与外
廷的冲突　第三节 外廷的党争第十三章 唐帝国的灭亡　第一节 懿僖时代的寇乱　第二节 藩镇的交兵
　第三节 中央政府的解体第十四章 五代与十国（上）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名称与地域　第二节 梁初
的局势　第三节 后唐的拓土与内乱　第四节 契丹的灭晋第十五章 五代与十国（下）　第一节 汉周的
代兴　第二节 周世宗的恢复　第三节 宋的代周　第四节 宋的统一第十六章 唐代的制度（上）　第一
节 三省制的演变　第二节 相权的剥夺　第三节 府道的建置　第四节 节度使区　第五节 田赋　第六节 
杂税第十七章 唐代的制度（下）　第一节 府兵与骑　第二节 中叶以后的禁军　第三节 法典的修撰　
第四节 刑法与司法机关　第五节 科举（明经与进士）　第六节 中央官学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　第一
节 佛教的宏布　第二节 佛教宗派的兴衰　第三节 佛教的学术贡献　第四节 道教与祅教　第五节 新教
的输入第十九章 唐代的学术　第一节 经学　第二节 史地　第三节 骈文与古文　第四节 诗词　第五节 
小说与书画第二十章 唐代的社会　第一节 唐代的社会风气　第二节 门第的盛衰　第三节 唐人的衣食
住行　第四节 婚丧与庆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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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即位后，是为太宗，那时他只有二十九岁。
次年，改元为贞观。
唐帝国经这位少年皇帝的适宜领导，蔚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
贞观时代唐帝国的版图，扩展到空前的大社会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美满，都不可多见。
从唐初的各项制度看，太宗只是遵循前代的旧轨，但他在位时的唐帝国，仍然具有开国的新气象，这
完全由于他的过人才识与气度所造成的。
有人认为，太宗是胡族尚武精神和中国优美开明文化混合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怪杰而大唐帝国的事业，
也是胡族与汉族合作而成的。
　　太宗在个性上最可称述的优点是知人善任，用人不问出身而唯贤能是尚，并且在这一方面能够摒
除私人情感的好恶。
此外他虚心好学，容纳直谏他不特选拔了多方面的人才，更能与这些人相互切磋，以求进步。
在贞观许多名臣中，只有长孙无忌是他的亲戚，房玄龄、杜如晦是秦府旧属，可算是他的私人。
其他如魏征、王珪、薛万彻都是建成的旧属，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的部下，李、程知节原是李密的部
下，戴胄原是王世充的部下，岑文本原是萧铣的部下，褚亮及其子遂良原是薛举的部下，温彦博原是
罗艺的部下（罗也是隋末群雄之一，且与太宗不合），李靖原是高祖的仇人，封德彝、虞世南、裴矩
都是隋的降臣。
他们有的曾与太宗有仇，如魏征、薛万彻，但他能捐弃前嫌，重加委任也颇有几位堪称“佞臣”的，
如封德彝、裴矩，但他也能弃其短而用其长。
因此他的臣下包括不同的流品和各种的人才。
　　太宗的好学，也是值得赞扬的。
在他做秦王时，因爱好文学而开一馆舍，名“文学馆”，用以延纳当时的文学知名之士。
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孔颖达等，都是文学馆的学士，他们分为三批，轮流在馆
中值宿。
他每当傍晚，到馆中与诸人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夜半。
他即位后，在宫中设置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于其中，选任虞世南等各以本职兼学士。
听朝余暇，他把学士们召至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讨治道。
贞观君臣的论治，传为千载的美谈。
在前人中，他最喜欢陆机的诗文和王羲之的字，他甚至遗命以王字陪葬。
此外他并大兴国学，当时国学生徒将近万人，四夷君长，也多遣子弟前来留学，一时学术大盛。
　　容纳直谏也是太宗著名的长处，他即位后，每以隋炀帝的愎谏为戒，因而尽力求言。
朝臣中最能直谏的是魏征，征钜鹿曲城（今河北平乡县）人，曾干李密，密不能用。
其后随密投唐，建成引为僚属，建成死后，太宗仍加以重用。
魏征曾前后上疏数十，直陈太宗过失。
他深明君臣一体之理，因此每谏必竭尽诚款，务求必行。
他所谏诤的事，大致不外劝太宗实行仁政，偃息兵革，戒除奢侈，尊崇礼教等，目的在抑止太宗情感
的放纵。
有时气得太宗要找机会“杀此田舍翁（指魏）”，但结果每次他都容纳。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上一疏，批评太宗志业比起贞观初年渐不克终者十余条，太宗也都接受
。
十七年（643），魏征死，太宗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
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其后太宗伐高丽无功，因而又思及魏征，说道：“魏征若在，吾有此行耶？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魏征对他的影响力以及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太宗的才调，颇有与隋炀帝相似的地方，但他能容纳直谏，过而知改，乃有政治上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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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以外，朝臣如马周、王珪、褚遂良等，也都以论谏知名。
　　以上所说，都是太宗的优点，但他在大醇之中，也有小疵，例如奢侈便是其一。
他曾坦白承认他的若干奢侈行为，并引为深过，劝太子治不可效法。
此外他对臣下，虽然爱护备至，但举动有时未免过分。
例如一次李突得急病，医生处方说须用须灰治疗，他便把自己的胡须剪下，为和药。
又如伐高丽时，将军李思摩中箭，他亲自为思摩吮血，以去其毒。
这类举动，令人总觉得有些矫揉造作，甚至有些使用权术的意味。
这也许因为他出身于胡化或半胡化的家庭，文化素养不深虽然力求上进，一味仿效中国古代的贤君，
却不能恰如其分，而致有矫枉过正之处。
但大体说来，太宗仍是不可多见的令主，从他的毕生行事看，他的功是远多于过的。
　　　　武曌以一女流称帝，是史无前例的事。
这固然由于她本人具有非常的才力和野心，同时又有兵权的凭借，但除此以外，她还遇到一个特殊的
时会。
假如在儒家思想盛行蔚成风气的时代中，武曌的称帝野心是难以实现的。
但她适逢儒学衰敝的时代，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便是玄学与佛学的世界，唐初佛道仍是思想的主流。
武曌因为她的母系杨氏累世奉佛，她本人自幼便受熏染，年长又在感业寺为尼，所以到她掌握政权时
，便重兴佛法。
同时她更利用佛教经典作她称帝的理论根据，以之为普遍宣传。
　　此外武曌又在政治上扶起一个新兴阶级，用以代替唐初的功臣集团。
她首次与功臣集团发生冲突，是在高宗要册立她为皇后时，虽然她不久获得胜利，但当时整个功臣集
团还没有崩溃，仍然是她发展野心的障碍，所以她再作进一步的破坏。
唐初的功臣集团分子，大半是西魏、北周和隋的统治阶级的后裔，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因此唐初关东
江左的人士，在政治上甚受屏抑。
武曌乃扶持他们，以与旧功臣集团对抗，作为发展她的政治野心的资本。
她以皇后握政后，便以“进士科”的考试吸收新进人物，渐而造成一种新兴的统治阶级。
进士科本是唐代取士的多种考试科目的一种，是隋炀帝时开始设立的。
这种考试，主要试时务策，并试经和杂文。
武曌本人喜爱文史，因而渐把进士科的考试变成完全着重文章。
到武曌以太后称制，朝中的主要官吏，无不由文章进身。
因此造成了举国喜好文墨的风气，一直持续到唐亡。
这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既是武曌一手造成，自然大体是忠于她的。
　　武曌称帝以后的政绩，因后代史家对她的行为表示厌弃，有意的不予记录，而致当时的政治情形
和变革，均不能得知其详，所知道的仅是些官名、地名和服色的改易而已。
就现有史料，虽看不出她在政治上有若何特殊成就，但可以断言，武曌帝制时代的政治不会在水准以
下。
因为她以太后临朝和称帝的时间，共有二十多年，在这么一个长久的时期中，如果政治不够水准，国
家的乱象恐怕早已显出，她以后的开元天宝的盛世也决不会那么顺利出现。
此外她对异族的驾驭以及对唐室声威和版图的保持，也还算得差强人意。
但她的显著缺点，仍是滥刑滥赏。
她仍采取恐怖政策以对付反对者或假想敌，滥事诛杀，但到她的假想敌杀净以后，这批酷吏也都遭遇
同样的命运。
此外她仍以官赏来笼络亲附她的人，但据说不称职的官，也跟着便罢黜或诛杀。
　　武曌也能引用正士，当时的将相如魏元忠、娄师德、狄仁杰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像玄宗时的名
相姚崇、宋璟，也都是她所拔识的。
她尤其信赖狄仁杰，常呼“国老”而不名，每能屈意听从仁杰的建议。
仁杰对唐室最大的贡献，便是劝武曌迎立庐陵王（即中宗）为太子。
当时豫王旦（ 即睿宗） 虽是皇嗣，同时改姓武氏，但甚受诸武的嫉视，处境非常危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通史>>

武承嗣三思都有攘夺皇嗣地位的企图，武曌也有传侄之意。
但她终于被仁杰用下面的话所感动：“姑侄与母子孰亲？
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那时武承嗣已死）！
”结果武曌于圣历元年（698），派人到房州迎回庐陵王，立为太子，而改封豫王为相王。
狄仁杰又荐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数十人于朝，这批人便是后来拥护中宗复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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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六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
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
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
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
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
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有人说，这套书是典型的台湾国语，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
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最大的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
叙述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
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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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畅销台湾数十年的历史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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