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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
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众多值得汲取和反思的经验教训
。
民为贵、君为轻的治国理念和民本思想，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允公允能、德才兼备的用
人标准，如临如履、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念，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精忠报国、捐躯济危的民族大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自强不
息、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温良恭俭、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
厚德载物、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等等，对领导干部有着重要的镜鉴和启迪作用。
    《领导干部读经典》第一辑辑选民国人文精粹，囊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
自清、郑振铎、吕思勉等大师级作品，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参考和修养镜鉴，是一套值得温故知
新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经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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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商代文化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
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1899年以来殷都遗
址——即所谓殷墟——的发现和发掘。
殷墟出土的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
兽骨（至少有十万片以上）。
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档案。
原来商人要预测未来的吉凶，或探问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块龟腹甲（间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问
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钻凿，却不令穿透，然后在钻凿处灼火，另一面便现出裂纹，这叫做“兆
”。
卜人看兆而断定鬼神或一种神妙的势力对于所问的反应。
所问的事情，有时连日后的“应验”，就刻在兆的旁边，这可称为卜辞。
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的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种类、用牲的数目等；有关于气象
的，如卜雨、晴、风、雪等；有关于岁收的丰歉的；有关于征伐、渔猎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关于
疾病、胎孕和梦征的；有所谓卜旬和卜夕的，即于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无灾害，和于日间卜是夕有无
灾害的。
还有别的事项这里不能尽举。
卜辞以外，甲骨文书中也有少数短短的记事，例如记颁发矛若干，某人取贝若干，某日某人人觐之类
；又有田猎获兽的记录，刻在兽头骨上的。
甲骨文书全是商朝后期的遗物。
根据甲骨文书、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遗物遗迹和后人关于商朝的记载，我们可作一商代的文
化的速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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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
自1923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
自1934起，先后在清华、两南联大、浙大任教。
1937年，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之托，撰成《中国史纲》，以选材精审、结构谨严、文笔优美，
备受学界赞誉。
此外，在科技史、宋史、清史、历史哲学诸领域，亦多创见。
他与同时代文史哲界优秀学人多有交往，商量学术，极获推崇。
他主张理想的历史写作应具备两个条件：正确充备之资料，及忠实之艺术的表现，并特别为通史撰述
制定“笔削”与“综贯”的标准。
他继承自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史学传统，又能汲取西方历史哲学的经验，是二十世纪“史界革命”的中
坚人物。
吕思勉(1884～1957)，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
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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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精选著名史家张荫麟、吕思勉的著作中的经典内容，分十六讲叙述了从上古时代直到近代的中
国历史。
文笔洗练，生动活泼，在述事的同时重点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同时
又富有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
从中可以领略名家讲史的恢宏气度。
是广大干部学习国史的首选。
本书中第九讲之前的内容选自张荫麟先生的著作，第九讲以后的内容选自吕思勉先生的著作。
编辑过程将吕著部分原文由章变节，几节又合为一讲。
讲之题目为编者自拟，但节中文字，除错讹之处外，一仍其旧。
为保持原貌，对“满族占据中国”等表述也未做改动，相信读者自能明晓。
张著部分只是将章改讲，题目、内文一仍其旧。
另外本书中选配了多幅插图，以助读者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历史。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漏注及错误之处恐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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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
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
（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
）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
（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
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
要别有三：一日编年，（此本春秋。
）二日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
）三日纪事本末。
（此本尚书。
）其他不胜备举。
（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
）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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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史十六讲》中第九讲之前的内容选自张荫麟先生的著作，第九讲以后的内容选自吕思勉先生的著
作。
《国史十六讲》是广大干部学习国史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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