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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经典珍藏版)按时间顺序，收录了从盘古开天辟地起，历代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及
优秀人物的事迹。
全方位介绍了各个朝代的历史主题，生动、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
人物、科技文化的突出成就，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
民俗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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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士梅　　进士邵士梅士济宁人。
最初授任登州府教授，有两个老秀才送上名片，看到两个人的名字，好像很熟识，凝神想了半天，忽
然回忆起前生的事，又问学舍杂役：“谋生是不是住在某村？
”又说起他 的神态和模样，一一吻合。
一会儿俩个秀才进了门。
邵士梅和他们拉手倾谈，高兴的像见到了老熟人。
谈话中间。
邵向他们打听东海家的情况。
二人说：“他死在狱中二十多年了。
现在还有一个儿子，是这乡里一个普通百姓，你怎么知道他？
”邵士梅笑着说：“是我原来的亲戚。
”　　原先，高东海平时有些不务正业，但性情豪爽，不看重钱财而很讲义气。
有人欠了租子而把女儿卖了，他把所有的钱拿出去替那家把女儿赎回来。
他和一个妇女私情，那妇女窝藏过盗贼，官府追捕很急，她逃到高家藏了起来。
官府知道了，把高抓起来，拷打的和残酷，他始终不屈服，不久死在狱中。
高东海死的那天，正是邵士梅的生日。
后来邵士梅到了高东海住的村里，照顾他的老婆孩子，远近都知道这不平常的事情。
这是高侍郎说的，邵士梅就是高侍郎的公子高冀良的同榜进士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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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古老而广袤的华夏大地是一驾銮车，它披荆斩棘，载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探索与艰辛、创造与拼搏
、衰败与繁盛的曲折道路。
而车轮过处遗留的那些沟壑，记载的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兴衰史。
让我们带您一同触摸这些深深浅浅的沟壑，领略那份只属于历史的独特魅力与千古绝唱。
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探索的历程。
从历史文明的萌生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我们的祖先以亚洲东部
的这块神奇土地为舞台，演绎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中国的历史漫长悠远，期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错综复杂、头绪繁多，普通读者很难找
到入门之径。
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创建了“通史”这种体例，即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通过通俗精练的文字对
中国历史进行现代诠释，是读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中国历史的理想读本。
中华民族的历史纷繁错综，治乱兴衰交错更迭，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民族抗争史，也不乏悲痛屈辱的
民族血泪史。
历史不是简单地记录事件的发生，史学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学
习历史的目的应该是了解历史、感悟历史、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
要理解现实必须懂得历史，借鉴前人得失，古为今用。
纵观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无不是精研史书、通古今之变的大师。
今天，我们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回顾历史，了解历史，感悟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更是时代发
展的需要。
以史为镜，延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剔除糟粕与浮躁，更是社会进步的前提。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
对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不了解祖国的历史，将无以完成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肩负民族
复兴的任务。
江泽民总书记曾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共同的财富。
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
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
。
”鉴于此，我们精心编写了这部《中国通史》。
本书以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时间为线索，以生动客观的语言为载体，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
术、宗教、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来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力求为读者展现一部清晰的中华文明史。
当今时代呼唤知识英雄，需要千百万适应时代发展、博古通今的杰出人才来开拓进取，引领时代潮流
。
《中国通史》正是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采用全新的体例形式编纂的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历史的新型
图书。
本书是按照现代新型教育理念，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
丰富的图文资料按历史编年的形式进行编排，记述了从170万年前至公元1912年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
件。
全书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根据朝代的更替，将总体内容分为二十四章，每一章都有一个总
括此段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标题，并根据全章内容整理出一段介绍有关该时期重要发展的简练文
字。
每一章里又按照各朝代相互更迭的顺序来逐一梳理纷纭繁复的历史事件。
每章均以珍贵的历史图片配合通俗易懂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各个朝代的历史主题，生动、真实
、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科技文化的突出成就，内容涵盖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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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新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以最新的形式整合中国历史，带读者跨越千年时光，全面领略中华民族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本书力求在真实性、趣味性和启发性等方面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并通过科学的体例与创新的形式，
全方位、新视角、多层面地阐释历史。
着重于引导读者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培养读者从历史学习中吸取知识营养和智慧的兴趣。
它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和极具历史价值的图片，让读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真切而直观的感受，非常适
合青少年阅读和学习。
此外严格尊重史实，公正评述历史人物与事件，注重故事的文学性、趣味性，使历史人物栩栩如生，
读者阅读历史事件时如亲临其境，感同身受，既能从中学到历史知识受到教育，又能得到文学陶冶。
一个民族如果不面对自己的历史，那么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在文明的发展轨道中不被抛离出去，那么它就得注重用自己的历史教育和鼓
舞它的人民。
因为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它可以激发人的斗志，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从而继承灿烂
的文化遗产。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历史，让我们在历史盛衰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到知史
达变，鉴之往来。
本书编排严谨，校点精当，并配以精美的插图，以达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效果。
此外本书版式新颖，设计考究，双色印刷，装帧精美，除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以外，更具有极高的研
究、收藏价值。
编  者2007年7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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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
对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不了解祖国的历史，将无以完成传承民族优秀遗产，实现民族复兴
的任务。
  全方位介绍了各个朝代的历史主题，生动、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重
要人物、科技文化的突出成就，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
、民俗等各个领域。
  以最新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以最新的形式整合中国历史，带读者跨越千年时光，全面领略中华民
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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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
要理解现实必须懂得历史，借鉴前人得失。
纵观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无不是精研史书、通古今之变的大师。
当今时代需要千百万适应时代发展、博古通今的杰出人才来开拓进取，引领时代潮流，《中国通史》(
经典珍藏版)正是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采用全新的体例形式编纂的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历史的新型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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