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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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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篇构成，在每一篇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
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
族与中国的关系。
这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具有完全意义的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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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
他是易中天最为崇拜的史学巨匠，也是钱穆最为敬重的授业恩师，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史学
四大家”。
他的一生史学著作丰富，尤其以《白话本国史》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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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
现在世界上，固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
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之上，究竟民族宜乎单纯，还宜乎复杂？
假如说复杂，可以复杂到怎样的程度？
自然也还是一个问题。
然而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他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
 建立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一件事。
（近来有人说：汉字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种族的本名，主张改称“华族”或“中华民族”。
殊不知汉字做了种族的名称，已经二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国兵和外国兵，就称“汉蕃步骑
”，这就是以汉字为种族之名的一证，而且现在还是一句活语言——譬如现在称汉满蒙回藏，岂能改
作华满蒙回藏？
况且“种”、“族”二字，用起来总得分别。
汉族不能改作“华种”，若称“华族”，这两个字，有时候当他贵族用的，不免相混。
若称“中华民族”，四个字的名词，用起来怕不大方便。
而且现在“中华”做了国号；中国又是五族共和，这四个字，用到最近的时代，意义也容易混淆。
总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词，来改通行的语言，极难妥当。
所以本书仍旧用汉族两字。
） 然则汉族还是从“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入“有史时代”，其形迹还
有可考的呢？
这便是“汉族由来”的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
近来人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里。
）最为详博。
但是他所举的证据，还不尽可靠，我现在且举两种证据如下。
（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严谨的。
） 其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
《周礼？
大宗伯》：“以黄琮礼地。
”《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
”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
”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
”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
然则昆仑究在何处呢？
《尔雅》：“河出昆仑墟。
”《史记？
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
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蔽为光明也。
其上有醴泉瑶池。
”《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
”《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篙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其高万一千里。
河水出其东北陬。
”《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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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河所出为昆仑。
河源所在，虽有异说，然都起于唐以后，不能拿来解释古书。
要讲“古代所谓河源”，《史记？
大宛列传》所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
其山多玉石，采来。
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其说自极可靠。
那么，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
一定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
（《书？
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释文》：“马云：昆仑，在临羌西。
析支，在河关西。
”《疏》：“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郑以昆仑为山，
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
”这一个昆仑，在如今西宁县的西边青海地方，和前一个昆仑无涉。
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
”郭璞《山海经注》也说：“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
”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海洋的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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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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
&mdash;&mdash;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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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话本国史(精装插图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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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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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