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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究世变的真实    有确切记载的中国历史有4000余年，从那时起，来来去去的中国人少说也有50亿，
这么多的人口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按照一种大致相同的文化方式生活，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不愧于我们悠久的文化，我们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文献记载。
然而并非历史悠久的国家就是历史学的大国，比如，印度同为历史悠久的古国，但却没有像样的史书
，以至于今天印度人要编写古代印度的历史，要到中国来寻找材料。
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就有不少有关天竺(古印度)的珍贵史料。
    中国历代重视史料的积累。
中国人做事强调人为的努力，所以重视言行的记录。
春秋时期，诸侯身边就有专门记录其言行的官员，称为史，或者史官，他们的记录也称为史，或者史
书。
发展到后世，中央政府有专门的国史编修部门，每个王朝都要为前代作断代史。
地方上也注意编修地方志(一种历史地理著作，记载各地的地理物产、风俗民生和贤人轶事)。
至于各种稗官野史，更是不胜枚举。
    之所以说中国是历史大国，不仅在于史书汗牛充栋，更重要的是历史的眼光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上至公卿，下到黎民百姓，几乎人人都有强烈的历史意识。
对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本都是纪传体
的史书，其中后三本是断代史)以及《资治通鉴》(编年体的通史，辑录了所有从春秋到五代十国的大
事)是必读书籍。
而对于老百姓来说，虽然不识字，但“三国”的故事、戏剧，每个茶馆里都讲，每个戏院里都演，没
有谁没听过，没有谁没看过。
人们的言谈举止，经常不知不觉中受到历史人物的影响，比如要像关羽一样讲义气，像诸葛亮一样运
筹帷幄。
    绵延长久的历史意识塑造了国人的性格。
因为有史为鉴，国人做事多三思而行，讲究做事有来历，凡事须谨慎。
对于人生的价值，也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要求建功立业，为家庭争得荣耀，在
具体的时空中完善自己。
因而，“务实”堪称国人的基本性格。
    人们关心历史，解读过去发生的事情，多是为了以史为鉴。
这样做事较有理性，可以防止犯错，以免因头脑发昏害人又害己。
在历史上，相同或相近的情况反复上演，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差，那我们就要照着做得好的人去做
。
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特别是历史可以作为警戒，告诉人们哪些是不能做的。
南北朝时，南朝有个王爷，得到皇帝哥哥的信任，威权自用，结果哥哥不再容忍。
软禁了他。
他这才得空读些史书，发现在前朝已经发生不少类似的事情。
他叹息说：“如果我早些读史书，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人生是一场博弈，如果参与者不清楚博弈的可能结局，就贸然下赌注，经常有灾难发生。
历史记录了博弈的答案，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理性地参与这场博弈。
    学历史有助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事业成功。
历史专门研究具体的时空，因此对生活的复杂性体会极深。
翻翻历史书籍，总会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各种事件千变万化，难以捉摸，虽然确实有些模式可供辨
认分析，但是事件都会有些差别。
历史事件就像树叶，没有哪两片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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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握一般规律和掌握具体历史事件之间，传统史学强调掌握具体历史事件，即使要深入到一般规律
的层次，也要求先掌握历史事件。
这和传统史学重视实践有关，我们从历史里学的，是为了在生活中应用，而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各种
条件差异很大，所以人们做事必须把握具体历史时机，研究具体事件的历史条件。
即使一件事情值得做，也要选准时机。
看似相同的事情，因为具体条件不同，其结果也会大不相同。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见机行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悠久的历史既是遗产，同时也是束缚，在汲取传统营养的同时，也要努力超越历史。
历史远比“以史为鉴(鉴就是镜子的意思)”要复杂得多。
过去人们重视像镜子一样去复制历史，因此重视继承胜过改革，而当今是个转变改革的年代，这是一
切事务的前提，或者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机”。
在这个大前提的规定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主动进行改革。
以今日的实践来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政治体制作出了巨大的调整，为了应付不断变化
的局势，各种新政策层出不穷。
政策都有适用周期，一旦它蕴涵的能量释放完毕，这项政策就不适用了，需要改进。
如果不加以改进，社会就会弊病丛生。
所以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自己解读历史，只有这样，历史才能为你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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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脉络清晰，以历史批判精神，描绘和评述了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到内忧外患的清末时
期的历史，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持鲜明的态度。

　　本书上下五千年，纵横万千里，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反思传统的态度，勇气和精神，是一部使人感
时忧国、探究世变的著作。
它呈现了真实的中国历史，竭力使读者看清中国古代人的生存状态、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以及中国
古代政治人物的真实面貌。

　　本书以1230幅精美图片，抓住中国政治文化最本质的部分，再现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几千年来的
状态，使读者从中看到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励精图治的精神，帮助人们思考面对历史时最不能回避的问
题，值得历史爱好者阅读、收藏，也可供历史学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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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致庸，历史学者，酷爱中国历史文化，曾精读《二十四史》并存有读书笔记。
后将读书笔记整理加工，并配以精美的插图，所以有了这套《全彩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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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赵括在对秦军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指挥主力出击屯扎在故关前的秦军部队。
秦军诈败，沿直通长平的大道逃跑，把追击的赵军主力引诱到预设战场。
赵括不知是计，下令猛攻秦军，秦军顽强抵抗，赵军无法攻破。
此时赵军主力已经远离故关12千米。
预伏在小东仓河北岸的25000秦军突然出击切断赵军的退路。
5000骑兵也兵临故关前，使留守故关的赵军不敢支援，赵军被完全分为两段。
赵军出击主力失去后勤保障，留守部队空守粮草辎重不敢增援。
秦军抓住有利态势，从两翼攻击赵军。
赵军分兵作战，不能取胜，被秦军压缩在了一条狭长的地带。
面对险恶战局，赵括命令部队原地筑垒防御等待援兵。
秦军乘势合围赵军。
赵军被围的消息报到邯郸。
赵孝成王意欲合纵抗秦，遣使求救于邻近的楚、魏等国。
但由于之前赵国使者人咸阳和谈，得秦昭襄王厚遇，诸侯国不愿救赵。
赵孝成王只得派出本国的部队赶往长平前线救援。
秦国方面，得知赵军主力已被合围，昭襄王亲自赶到河内郡，给所有的郡民赐爵一级，命郡内十五岁
以上男丁悉数出征支援长平前线，阻击赵国援军，被围的赵军无法得到援助。
9月，在被困46天后，赵括在突围时被秦军射杀。
赵军伤病饿赢无法再战，只得全体投降。
投降后的赵军，结局是悲惨的。
秦军大将白起将这40万俘虏一夜间坑杀，血流成河，只有240名年纪幼小的赵兵被秦军放归赵国以散布
恐慌。
长平战役4年后（公元前256年），韩国、赵国发动伊阙合纵攻秦之战，西周国也参加了。
战争最后失败。
秦国随后灭了西周国。
公元前249年，秦国又攻灭了东周国。
立国近900年的大周王朝，就此从历史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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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图胜千言。
　  1230幅精美图片，抓住5000年中国史最精彩部分；80万文字，这是最简练、最好读的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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