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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吕思勉(1884-1957)中国历史学家。
字诚之。
1884年2月27日生于江苏常州，1957年10月9日卒于上海。
幼年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
16岁，自学古史典籍。
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
钱穆、赵元任等人。
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思勉在我国现代史学史上，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
学家，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
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吕思勉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
，共计1000多万字。
《中国通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初版
于1923年9月，出版后数十年内不断重印再版，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是民国时期发行量
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本书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
吕思勉说自己“少年时，因没有名师指导，精力、时间浪费甚多，因未得门径，绕掉的圈儿也属不少
”。
为此，他写了一部“自修适用”的历史入门书。
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
《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
在20世纪的史学界，凭个人力量独立完成，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迄今为
此，本书也是其中最权威和最完整的一部。
本次《中国通史》的新版，将原书直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保留了原书的双行夹注，其他如习惯用词
、行文遣句，概念术语，除了一些明显的讹误和不规范用法，基本未动，原书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
法来纪年，本次出版已将民国纪元统一改为公元纪元。
另外，在本次出版中，我们有选择性地增加了若干与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希望能给读者的阅读有所
助益。
新世界出版社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通史>>

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史》(《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
的基础上完成的，详细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
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篇构成，在每一篇里又分若干章。
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史(秦以前)、中古史(秦
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史(唐朝安史之乱至宋元)、近世史(明朝至清朝)、现代史(辛亥革命以后)。
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
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
，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
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
本次重新出版《中国通史》，为方便读者阅读，将原书直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但保留了原书的双行
夹注；其他的除了比较明显的讹误和不规范用法有所改动外，基本未动。
由于原书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本次出版全部改为公元纪元。
同时，我们选择性地增加了若干与内容相关的插图，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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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
历史学家。
主要著作有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
、《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
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
和《文字学四种》。
他还著有大量历史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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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历史的定义
第二章中国的历史
第三章现在研究史学的方法
第四章本书的分期
第一篇上古史
第一章汉族的由来
第二章古史的年代和系统
第三章三皇五帝
第一节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第二节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第三节尧舜的禅让
第四节禹的治水
第四章三王时代
第一节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
第二节夏殷的兴亡
第三节商朝的事实
第四节商周的兴亡
第五节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春秋战国
第一节春秋
第二节战国
第六章汉族以外的诸族
第一节獯粥
第二节东胡
第三节貉
第四节氐羌
第五节粤
第六节濮
第七章中国古代的疆域
第八章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
第一节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
第二节封建
第三节官制
第四节教育和选举
第五节兵制
第六节法律
第九章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一节农业
第二节工商业和货币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
第十章古代的宗教和文化
第一节古代的哲学和宗教
第二节文字的起源和变迁
第三节东周以后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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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中古史
第一章秦始皇帝的政策
第二章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一节豪杰亡秦
⋯⋯
第二编中古史(中)
第二编中古史(下)
第三编近古史(上)
第三编近古史(中)
第三编近古史(下)
第四编近世史(上)
第四编近世史(下)
第五编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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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旧俄王室颠覆，劳农政府成立以来，俄国的国情，和其在世界上的关系，可谓生一
大变化；而中国同俄国的关系，亦可谓生一大变化。
中国从参战以后，对待俄国，始终和协约各国，取同一的态度。
俄国劳农政府，曾于1919年七月二十六日，和1920年夏间，两次宣言：“放弃旧俄政府，在中国以侵
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和一切特权。
并放弃庚子赔款。
将中东路无条件归还中国。
”——据当时外报所载如此。
当1920年夏间，此项消息，传到上海时，一般人民，颇表示欢迎。
各界联合会径行通电承认。
经政府于四月二十九日，电令各省查禁。
这时候，俄国极欲与我国通商，而终迟迟未能开始交涉。
唯新疆督军杨增新，于四月间，派员与俄国土耳其斯坦政府，订立《局部通商的试办章程》。
依据该章程：中国得设商务兼交涉机关于俄国七河省的威尔尼；俄国得设商务兼交涉机关于伊犁。
俄国运来伊犁，及由伊犁运回的货，都照新疆统税和中国关税税则纳税。
两国人民诉讼，各归驻在国裁判。
把从前无税通商的条约，和俄人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取消，颇为条约上开一新纪元。
到八月二十五日，优林乃来北京。
声明来京目的：系（一）以远东共和国代表资格，和中国商议通商条约及经济问题。
（二）以共和国国民代表资格，和中国国民结亲善关系。
与政治问题，绝对无关。
我国政府，亦声明只议通商，不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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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通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
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
，彼此抄袭。
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顾颉刚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
、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吕思勉是一位通贯的断代史家。
　　——严耕望吕思勉先生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
　　——谭其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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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通史(双色插图珍藏本)》：学历史不是为了可以做前车之鉴。
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
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帮，无不可以追溯至极远之
世的。
——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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