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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吕思勉(1884年-1957年)，字诚之，江苏武进入，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
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吕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史研究，有多部史学著作，其中包括《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
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等。
吕思勉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包括上下两册。
上册为文化史，分门别类有系统地叙述了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学术等的历史发展状况
及特点，范围广博；下册为政治史，条理清楚、简明精当地叙述了中国政治历史的变革，又可称得上
是一本简明中国通史。
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根据《吕著中国通史》，以下册的中国政治史为主要内容，并根据相关内容
精心设计配以适当图片和详细图注，此外，对上册中国文化史的经典内容也进行了选编。
从通史的角度看，本书脉络清晰、内容精炼，有别于长篇厚著的中国史，本书定名为《袖珍中国史》
即有此意。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广大读者熟悉中国历史定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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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吕思勉先生的史学论著《吕著中国通史》编排。
本书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中国政治历史的变革，并简要介绍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
学术的发展情况。
它对帮助读者掌握中国历史的发展沿革及社会经济政治等历史知识大有裨益。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除了出于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
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
启示”。
因此读者在读史的过程中，定会通晓古今变化，总结历史经验，以指导现在和未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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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年-1957年)，字诚之，江苏武进入，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
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吕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史研究，有多部史学著作，其中包括《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
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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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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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霍光的事情，真相如此。
因为汉时史料缺乏，后人遂认为他的废立是出于公心的，把他和向来崇拜的偶像伊尹连系在一起，称
为伊、霍，史家的易欺，真堪惊叹了。
当时朝廷之上，虽有这种争斗，影响却未及于民间。
武帝在时，内行奢侈，外事四夷，实已民不堪命。
霍光秉政，颇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宣帝起自民间，又能留意于吏治和刑狱。
所以昭、宣两帝之世，即自前86至前49年凡38年之间，政治反较武帝时为清明，其时汉朝对于西域的
声威，益形振起。
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兼管南北两道。
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后并于呼韩邪。
又有一个郅支单于，把呼韩邪打败。
前51年，呼韩邪入朝于汉。
郅支因汉拥护呼韩邪，遁走西域。
前49年，宣帝崩，子元帝立。
前36年，西域副都护陈汤矫诏发诸国兵袭杀郅支。
汉朝国威之盛，至此亦达于极点。
然有一事，系汉朝政治败坏的根源，其端实开自霍光秉政之时的，那便是宰相之权，移于尚书。
汉朝的宰相是颇有实权的。
全国的政治，都以相府为总汇，皇帝的秘书御史，不过是他的助手，尚书乃皇帝手下的管卷，更其说
不着了。
自霍光秉政，自领尚书，宰相都用年老无气和自己的私人，政事悉由宫中而出，遂不能有正色立朝之
臣。
宣帝虽诛灭霍氏，于此却未能矫正。
宦者弘恭、石显，当宣、元之世，相继在内用事。
元帝时，士大夫如萧望之、刘向等，竭力和他们争斗，终不能胜。
朝无重臣，遂至嬖俸得干相位，外戚得移朝祚，西汉的灭亡，相权的丧失，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且其事不但关涉汉朝，历代的政治，实都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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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实和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
方为通史的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
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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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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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袖珍中国史》作者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其著述总
最超过千万字。
他与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和陈垣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
他的史学论著虽历经半个多世纪，但仍堪称电学的典范，有蓿难以超越的历史地位。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
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
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
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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