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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套六种十一册：白话本国史 （全两册）本书共五篇：上古史；中古史（上、中、下）；近古史（上
、下）；近世史（上、下）；现代史。
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这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
叙述、考证和议论，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为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1920年12月，拟定写作序例，至1923年完成全书的编撰。
1923年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23年代发行量很大
的一部中国通史。
1931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
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1935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
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
先生的校订，原书直排繁体、双行夹注，现必为横排繁体、单行夹注。
原书的一些讹误也作了改正，其它如皆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则基本未动。
作者的眉批，新版以页下注的方式以注明，以便读者参考。
《白话本国史》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
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
先秦史本书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四部断代史的第一部。
本书初版于1941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上古先秦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
作。
与吕著其他各部断代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
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先秦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九四一
年十二月，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专著汇编之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书后附有人名、地
名、引用书目和篇名的索引。
《先秦史》在“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世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秦汉史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
吕思勉系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著述丰富，成就卓著。
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
典著作。
与先期出版的《先秦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
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本次《秦汉史》的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实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各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
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
除订正子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其它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改勋。
《秦汉史》的札録，原是作者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録，文字非常简略，有些只是揭示性的辑要
，但都标有相应的页码，现以页下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之中，以便读者参考。
两晋南北朝史（全两册）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两晋南北朝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
本次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和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
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
本书的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隋唐五代史（全两册）《隋唐五代史》是吕思勉先生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最后一部。
本次新版，按作者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为十五章，记录了隋唐五代的历史。
本版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吕思勉文集>>

本书的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本次新版《隋唐五代史》，按作者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十五章，章节顺序
，章节标题及删节的正文叙述，均按原稿加以恢复补全。
除将原书的繁体直排、雙行夹注必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外，还改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其他如习惯
用语、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必动。
吕思勉读史札记（全三册）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曾有部分编辑成书。
由于历史的原因，已刊订的札记（除《燕石札记》）外，都有程度不同的删节。
此次重印《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汇总了吕先生的全部已刊和未刊札记共762条，一百余万字。
删节的部分，均按原文加以恢复补全。
读者不仅可以见到吕先生读史札记的“全璧”，还可以获得学习历史的方法和进一步研讨的课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吕思勉文集>>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少时受教于父母师友，15岁入县学。
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常州府中学堂，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
1926年后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他读书广博，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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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本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
记》等是吕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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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白话本国史 （全两册）序例绪论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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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皇五帝第四章 三
王时代第五章 春秋战国第六章 汉族以外的诸族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第
九章 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第十章 古代的宗教和文化第二篇 中古史（上）第一章 秦始皇帝的政策第二
章 封建政体的反动第三章 汉初的休养休息第四章 汉朝的武功第五章 前汉的衰亡第六章 社会革命第七
章 后汉的兴亡第八章 秦汉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第二篇 中古史（中）第一章 后汉的灭亡和三国第二章 两
晋和五胡第三章 南北朝第四章 军伐和异族第二篇 中古史（下）第一章 隋朝的内政外交第二章 唐朝的
初盛第三章 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第三篇 近古史（上）第一章 近古史和中十史的民点第
二章 唐朝的分裂和灭亡第三章 五代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第四章 北宋的积弱第五章 北宋辽金的兴亡第
三篇 近古史（下）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和战第二章 南宋金元的兴亡第三章 蒙古的武功第四章 元朝的衰
亡第五章 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第四篇 近世史（上）第一章 明朝的对外第二章 明朝的内治第三
章 清朝的举起第四章 明朝的灭亡第五章 清朝有盛世第六章 近代的蒙回藏第七章 近代的西南诸族第八
章 近代的后印度半岛第九章 清朝的中衰第四篇 近世史（下）第一章 中西交涉的初朝 第二章 咸同时的
大内乱第三章 藩属的丧失第四章 清朝覆亡和民国的举起第五章 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第五篇 现代史
第一章 从武昌起义到正式政府成立第二章 俄蒙英藏的交涉第三章 五月九日的国耻第四章 帝制复辟护
法第五章 南北分裂后的变故第六章 最近的蒙藏第七章 最近的交涉第八章 最近的财政先秦史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古史材料第三章　民族原始第四章　古史年代第五章　开闢传说第六章　三皇事迹第一
节　纬书三皇之说第二节　巢燧羲农事迹第七章　五帝事迹第一节　炎黄之争第二节　黄帝之族与共
工之争第三节　禹治水第四节　尧舜禅让第五节　尧舜禹与三苗之争第八章　夏殷西周事迹第一节　
夏后氏事迹第二节　殷先世事迹第三节　夏殷兴亡第四节　殷代事迹第五节　周先世事迹第六节　殷
周兴亡上第七节　殷周兴亡下第八节　西周事迹第九章　春秋战国事迹第一节　东周列国形势第二节
　齐晉秦楚之强第三节　五霸事迹上第四节　五霸事迹下第五节　齐顷灵庄晉厉悼楚共灵之争第六节
　吴越之强第七节　楚吴越之争第八节　战国形势第九节　楚悼魏惠齐威宣秦献孝之强第十节　齐湣
王之强第十一节　秦灭六国第十章　民族疆域第一节　先秦时诸民族第二节　先秦疆域第十一章　社
会组织第一节　昏制第二节　族制第三节　人口第四节　等级第十二章　农工商业第一节　农业第二
节　工业第三节　商业第四节　泉币第十三章　衣食住行第一节　饮食第二节　衣服第三节　宫室第
四节　交通第十四章　政治制度第一节　封建第二节　官制第三节　选举第四节　租税第五节　兵制
第六节　刑法第十五章　宗教学术第一节　文字第二节　古代宗教学术上第三节　古代宗教学术下第
四节　宦学第五节　先秦诸子第十六章　结论 秦汉史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秦代事迹第三章 秦汉兴亡第
四章 汉初事迹第五章 汉中叶事迹第六章 汉末事迹第七章 新室始末第八章 后汉之兴第九章 后汉盛世第
十章 后汉衰乱第十一章 后汉乱亡第十二章 三国始末第十三章 秦汉时社会组织第十四章 秦汉时社会等
级第十五章 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第十六章 秦汉时实业第十七章 秦汉时人民生活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
度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第二十章 秦汉宗教两晋南北朝史（全两册）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晋初情势 第三章
西晋乱亡 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 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 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 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第九章 宋齐兴亡 第十章 齐梁兴亡 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 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 第十三
章 梁陈兴亡 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 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 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 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
会组织 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 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 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 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 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
隋唐五代史（全两册）《隋唐五代史》是吕思勉先生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最后一部。
本次新版，按作者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为十五章，记录了隋唐五代的历史。
本版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
本书的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本次新版《隋唐五代史》，按作者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十五章，章节顺序
，章节标题及删节的正文叙述，均按原稿加以恢复补全。
除将原书的繁体直排、雙行夹注必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外，还改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其他如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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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必动。
隋唐五代史（全两册）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隋室兴亡第一节 文帝内治第二节 文帝外攘第三节 炀帝夺宗
第四节 炀帝荒淫第五节 炀帝事四夷第六节 隋末之乱上第七节 隋末之乱下第三章 唐之初盛第一节 高祖
太宗之治第二节 唐初武功一第三节 唐初武功二第四节 唐初武功三 第五节 唐初武功四 第六节 唐初武
功五第七节 唐初武功六第四章 武韦之乱¨第一节 高宗之立第二节 武后得政代唐第三节 武后政治第四
节 高宗武后时外患第五节 中宗复位第六节 韦后乱政第七节 玄宗之立第五章 开元天实治乱第一节 玄宗
政治第二节 开天边事一第三节 开天边事二第四节 开天边事三第五节 开天边事四第六节 开天边事五第
七节 安史之乱上第八节 安史之乱下第六章 安史乱后形势第一节 代宗之立第二节 吐蕃回纥之患第三节 
藩镇及内乱第四节 代宗政治第七章 德宗事迹第一节 德宗初政第二节 东方藩镇之变第三节 泾师之变第
四节 兴元后藩镇起伏第五节 贞元后边患第六节 贞元朝局第八章 顺宪穆敬四朝事迹第一节 顺宗谋诛宦
官⋯⋯第九章 文武宣三朝事迹第十章 唐室乱亡上第十一章 唐室乱亡下第十二章 五代十国始末上第十
三章 五代十国始末中第十四章 五代十国始末下第十五章 唐中叶后四裔情形第十六章 隋唐五代社会组
织第十七章 隋唐五代社会等级第十八章 隋唐五代人民生计第十九章 隋唐五代时实业第二十章 隋唐五
代人民生活第二十一章 隋唐五代政治制度第二十二章 隋唐五代学术第二十三章 隋唐五代宗教吕思勉
读史札记（全三册）甲帙 先秦一、盘古考二、古史时地略说上三、古史时地略说下四、纬书之三皇说
五、儒家之三皇五帝说六、伏羲考七、华胥氏八、有巢燧人考九、神农与炎帝、大庭一○ 炎黄之争考
一一 少昊考一二 妇女娲与共工一三 帝尧居陶一四 囚尧城辨一五 丹朱傲辨一六 禅让说平议一七 共工
、禹治水一八 唐虞之际二十有二人一九 唐、虞、夏都邑一二○ 唐、虞、夏都邑二二一 唐、虞、夏都
邑三二二 唐、虞、夏都邑四二三 夏都考二四 有扈考二五 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二六 越之姓二七 匈奴为
夏后氏苗裔二八 说商二九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考三○ 释毫三一 汤弱密须氏三二 论汤放桀地域考三三 汤
冢三四 伊尹生于空桑三五 惟尹躬见于西邑夏解三六 盘庚五迁三七 殷兄弟相及 三八 周先世世系三九 
公刘四○ 毕郢四一 三恪解四二 武王克商四三 太公为西方人四四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四五 行伯
四六 江汉、常武四七 西周皆都丰镐⋯⋯乙帙 秦汉丙帙 魏晋南北朝西帙 隋唐以下戊帙 通代附 燕石札
记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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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名家论吕思勉　　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堂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
半句闲言旁语掺入，而时有鸿议创论。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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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耕望　　先生许多精彩通观评论，直击要害，能传达出常人轻易看不出的历史意韵，让读
者享受知性旅行的愉悦，得益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丰富，更是增进了对社会状态和社会变革的认识
。
　　——王家范　　媒体评论：重新发现吕思勉 　　　被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
，其名声远不及其余三家显赫。
但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作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为何不受“追捧”？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毋庸置疑
的。
严耕望的那段著名评论现在已被屡屡征引，严氏把吕思勉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恽陈垣）相提并
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通贯的断代史家》）。
这个判断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然而，吕思勉名声远不及其余三家显赫。
究其原委，除了吕思勉自己甘于“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近代史学
风尚偏于仄而深的专门研究，而吕思勉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故不免为一般学人所忽视和低估；
二、近代史学特别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包括发掘不常被引用的旧史料，而吕思勉的重要著作都是取材
于正史，并不去刻意征引罕见的冷僻史料。
严氏揭示的这两个方面，虽还不足以解释吕思勉何以不受“追捧”，但却道出了吕氏治史路径与西学
传入后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性差异。
　　二、严耕望为何以吕思勉、钱穆、陈寅恪、陈垣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近代以降，中国史学界受西方学术影响日深。
进入民国，先是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章太炎门生弟子夺取京师学术重地，其后以胡适为首的
新派人物异军突起，于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傅斯年的史料学派相继成为史学界主流，所谓科学的治
史态度、目标与方法一时主导了中国史学界，至今不衰。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些史家却与主潮并未合流。
在钱穆看来，“高抬考据，轻视义理”的清代朴学即已流于琐碎而不识大体，而号称“以科学方法整
理国故”，提倡窄而深的专门研究，“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民国史学主流，更是植入了近代欧洲
史学方法的结果，业已远离“究天人之际，成古今之变”的中国传统治史精神。
抗战期间，钱穆等人即已试图扭转专尚考据的学风，努力形成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学术。
此外，陈寅恽陈垣等人也明确地显示了与傅斯年等主流派在治学路径上的差异，他们极其重视正史与
《通鉴》，精于考证而不以其为目的，强调在考证时不可不明义理，在专精时应有博通的识见，一定
程度上表现出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
严耕望以吕思勉与钱穆、陈寅恽陈垣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实是在同一个评判标准下认定的。
这样一个评判标准的形成，或许与严氏的师承有关，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相对与民国史学主流旨趣相异
的标准。
在这个标准体系中，吕思勉有着重要的地位。
对当时的学术主流，吕　　思勉也与其他一些人一样并不认可，批评“专家的时髦性”为“今日学术
界的最大的流弊”，因为“片段的研究，无论如何重要，对历史真要明了，非注意全局不可”，而“
今日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孤岛青年何以报国》）。
严耕望对吕思勉在运用材料与为学蕲向两方面特色的概括，应该是触及到了治史路径这一实质性问题
的，即吕氏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地一味追随晚近的新史学思潮（当然，吕思勉似乎比
二陈走得更远，他更注重史书的阅读与撰作，而缺乏新史学所崇尚的纯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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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以后，内地学术曾一度日趋政治化，“前辈史学四大家”的治史趋向实际上已经中断。
改革开放后，学界迎来的是新一轮的西化浪潮，“新史学”再度受人注目，但另一方面，对治史途辙
的深入思考，也在一些学者中间展开，于是陈寅恪、钱穆等人再度进入大陆学人的视　　野。
而在海外，如果说所谓“中国中心史观”依然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中心而置之不论，那么钱穆弟子
严耕望、余英时等人的历史观念与治史实践，则接续并深化了民国以来并非主流的那种以中国史学传
统为本位的探索。
在学术研究取向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吕思勉重新受到重视也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三、重新出版吕氏史著具有怎样的意义？
　　　正因为吕氏著作中贯注着其人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的史学精神，所以，重新出版吕氏史
著的意义，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加以体会。
他的著作与钱穆、二陈的一样，标示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可能是一个更为中国化的方向。
这次列入《吕思勉文集》重新出版的一部通　　史（《白话本国史》）和吕氏四部断代史（《先秦史
》、《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属于吕思勉的最主要的著作，也都是已成
为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经典的著作。
《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下至1922年，乃名副其实的通史，当然极能体现吕思勉博通周赡的为学蕲
向，也是其历史识见的成功实践。
《白话本国史》1923年出版后一再重印，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很大影响也很大的一部中国通
史。
顾颉刚有言：“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
”而受顾氏赞许的“较近理想的”，也只有三四位先生的书，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即在其列
。
吕著断代史初版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虽断代为史，然吕著断代史的基础仍在于“通贯”，对此严
耕望有着贴切的认识，上引严氏文章的标题即为《通贯的断代史家》，以“通贯”修饰断代史家，凸
现吕氏史学风格。
（作者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吕思勉文集>>

编辑推荐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现代国学大师。
吕氏治学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
读新出书籍报刊，借鉴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
吕思勉视野宽广，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
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现将上述六大吕著史
学名著的最新修订版本汇为珍藏套装，奉献给广大读者。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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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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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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