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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史与夏代文明》《商史与商代
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组织
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
　　这套书的诞生，有着时代的背景和特定的机缘。
　　近年间，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
这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悠久历史基础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必然的。
绵延连续，从未断绝，乃是中国传统的特性，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国，不能不求诸历史，而且必须上溯
其历史长河，以追寻其形成奠基的根本，也便是上古的先秦时期。
自从二十几年前的“文化热”，直到最近盛兴的“国学热”，贯穿着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探究，也总
离不开先秦时期种种问题的讨论。
　　工996年，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
这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结合的大型科研项目，总目标是使作为先秦时期重要部分的夏、商
、西周的年代学进一步量化，为更好地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打下良好
基础。
2000年新世纪降临之际，“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通过验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
中国先秦史学会同人不少参加了有关工作，获有启发，一些出版界友人也受到激励。
经过再三酝酿，于是拟定编写这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计划。
这个计划幸能得到先秦史各分段多位专家的支持，终能将这六卷本的系列贡献给读者。
　　中国久远的历史究竟怎么分期，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持己见，但是无
论如何，先秦时期和秦汉以下之间总是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
。
先秦史研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由于传世文献的有限，不能如秦汉以下那样以载籍为主体，而是年代
越古，越需要依靠考古学等学科的成就。
　　具体来说，先秦史又可大致划分两大阶段：从远古以至唐、虞，是所谓传说时期，与后来的夏、
商、周三代有所不同。
这只是根据现有研究情况来讲的，两阶段间并没有很清楚的界限。
比如唐、虞有没有可能划下来，和三代合为“四代”，像《大戴礼记》说的，便很值得斟酌。
　　不管是传说时期，还是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在研究途径上都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主要是历史
学与考古学（还有与考古学密切关联的古文字学）的结合。
夏鼐先生曾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讲道：“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物质的遗存，这包括遗物和遗
迹。
所以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同。
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
。
”我个人体会，夏鼐先生不仅讲了考古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它和历史学（狭义
）相辅相成的关系。
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前进，正是靠着这“两轮”、“两翼”。
　　即使是传说时期，情形也是如此。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古史传说也是古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去年我有机会去河北省作一次演讲，谈及炎帝、黄帝传说和文明起源研究，曾引述王国维、徐炳昶、
尹达等先生的观点。
大家熟悉，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他针对当时关于古史的讨论，指
出世界各民族的古史总是史实和神话交综在一起，其间固然不免有后人增加的成分，但一定有史实的
“素地”，也即历史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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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古史新证》中，还专门提出文献与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
到1936年，出版了两种有关这一问题的书，即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和尹达先生的《
中国原始社会》，两者都接续和发展了《古史新证》的观点，主张将古史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学成果互
相结合融会。
　　撰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各位先生，对于各卷涉及的学术问题都能抒发多年心得，立足最
新前沿，视野弘阔，精义纷呈。
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我想就在于把历史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为先秦史的进展开拓一
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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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用理性的视角向作者展示了中国古代春秋史与春秋
文明的灿烂辉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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