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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
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
于是改讲文化史。
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
明须注重于文化。
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
用意诚甚周详。
然通史讲授，共止120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
所以我现在讲授，把他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
。
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
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
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
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
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钞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
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
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
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
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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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思勉讲中国历史》原名《吕著中国通史》，为吕思勉先生两大通史巨作之一，也是民国时期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压卷之作。
本书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为“孤岛”后，为适应当时大学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
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拖延至1944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
原上册为文化史，为本部书的重点与关键，通过叙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学术的历史发
展状况，以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对现实的裨益，考证翔实、论见独到，且行文通俗流畅，为文
化史中难得的佳作；下册为政治史，为适应当时的教学需要，相对简略，然贯通精当、一气呵成，将
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地展现给读者，大家风范洋溢字间。

　　为方便阅读，本书在编排时将上下两册并为一部，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并对书中的纪年加
以规范和统一，并将原书的讹误之处加以修正。
然双行夹注为吕思勉先生最为推崇的“款式”，因而加以保留。
为了增加原书的可读性与美观性，本书在编排时采用双色版式，并配以相关的插图，以求图文并茂，
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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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年），字诚之，江苏常州人，是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
自1905年始，先后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文史大家钱穆、赵元任等都
是他的学生），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
1926年后，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
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
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一生著述800多万字，其著作有1923年出版的《白
话本国史》四册，后又著成《吕著中国通史》两册。
晚年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
还著有《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等作品。

　　吕思勉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对其颇为推重，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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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是一位史学专家，而且对经学、文字学、文学都有深刻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
他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为人诚朴，谦虚谨慎，深为时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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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
第二章 族制
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下编　中国政治史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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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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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长，所以他的继承法，亦即是氏族族长的继承法。
在母系社会，则为兄终弟及，在父系社会，则为父死子继。
当其为氏族族长时，无甚权利可争，而其关系亦小，所以立法并不十分精密。
《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说周朝的继承法，适庶相同则论年，“年钧以德，德钧则卜
。
”两个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时则甚难，何至辨不出长幼来，而要用德、卜等漫
无标准的条件？
可见旧法并不甚密。
《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说：“礼：适夫人无子，立右媵。
右媵无子，立左媵。
左媵无子，立适蛭娣。
适侄娣无子，立右媵姬娣。
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蛭娣。
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蛭。
《春秋》以殷为质家，周为文家。
适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
其双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
”定得非常严密。
这是后人因国君的继承关系重大而为之补充的，乃系学说而非事实。
 周厉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
主权不属于一人，和欧洲的贵族政体最为相像。
案《左氏》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甯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
此虽有君，实权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实际也有些相像。
但形式上还是有君的。
至于鲁昭公出奔，则鲁国亦并未立君，季氏对于国政，决不能一人专断，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
可见贵族政体，古代亦有其端倪，不过未曾发达而成为一种制度。
 至于民主政治，则其遗迹更多了。
我们简直可以说：古代是确有这种制度，而后来才破坏掉的。
《周官》有大询于众庶之法，乡大夫“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小司寇“摈以序进而问焉”。
其事项：为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
案《左氏》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
哀公元年，吴召陈怀公，怀公亦朝国人而问。
此即所谓“询国危”。
盘庚要迁都于殷，人民不肯，盘庚“命众悉造于庭”，反覆晓谕，其言即今《书经》里的《盘庚篇》
。
周太王要迁居于岐，“属其父老而告之”。
《孟子·梁惠王下篇》。
此即所谓“询国迁”。
《佐氏》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争立，晋侯使士景伯往问。
士伯立于乾祭，城门名。
而问于介众。
介众，大众。
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卫人亦致众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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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的新理论。
　　——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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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吕思勉讲中国历史(双色插图版)》编辑推荐：一部深入中国历史骨髓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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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的新理论。
——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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