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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春秋史》，原稿本是顾颉刚师在北平燕京、北京两大学所用的讲义，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
完全是秉承顾师的（所以书中议论有与本人不合处）。
事变之后，我带着这部讲义避到安庆，又由安庆带到上海，虽在十分为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它。
去年夏间，接着顾师从成都来的信，命我替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我当时回信说：《春秋史讲义
》的体裁尚好，当年写的时候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
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
顾师复信同意这一点，不过他说：这书本是你所写，现在我们分处遥远的两地，无从仔细商讨，就用
你一人名义出版罢！
我即遵命于去冬开始着手修撰，因人事的牵缠，直到今年六月才得勉强竣事；凡原稿缺略处，已大致
补充；错误处，也已大致修正；体例次序等也略有变更。
虽不能说十分惬意，但总算尽过一番心了（原稿文字有稍嫌繁赘处，因曾经顾师阅定，除必须修改处
外，一概仍旧）。
    本书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二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
（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
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
文可分可合。
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
了。
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
    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注，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证，为免除重复起见，所以从略（考证部分既
定名为《春秋考信录》作为崔氏《考信录》的续编，则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这部分的考
证附在正文中作注。
因本是考证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琐；其用文言文写，也因此故）。
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
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本书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
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
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
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
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
    本书纪年除最重要的大事外，不用公历纪年，这因战国以前的年代颇不易确实考定，不如仍用中国
史上的纪年比较稳妥而易查检原书。
好在现在年表一类的书很多，较小的事情读者如想知道人们所假定的公历年月，一查便得，本书尽可
免注以省麻烦。
至于本书中地名重要而大致可以推定的，均注今地于下；其不甚重要和旧说未安的，大致从略。
    正文与考证的内容议论亦有许多不同处，这因正文注重普及，凡一家私见而未能成定论的，除必不
得已者外，一概不入。
至旧说太嫌不安，必须用新假定者，不在此例。
考证中新说较多，因为这本是发表个人的见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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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书业先生，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冯友梅、章卷益、讷*、童疑，一九0八年五
月二十六日生于安徽芜湖，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卒于山东济南。
原籍浙江鄞县，清末，其祖任安徽道员，奉家迁居安徽，辛亥革命后定居上海。
童书业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学家，在古史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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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西周史略附注第二章　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第三章　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
度和宗教学术第四章　种族疆域与列国世系追述第五章　黄河下游诸国的争雄第六章　齐桓称霸前的
国际形势第七章　齐桓公的霸业第八章　秦晋的崛起与晋文称霸前的国际形势第九章　城濮之战与晋
文襄的霸业第十章　楚的强盛与狄的衰亡第十一章　晋国的复霸第十二章　弭兵之约的完成与中原弭
兵时期各国内政的变迁第十三章　社会制度的变迁第十四章　孔子的出现第十五章　北方政局的终结
第十六章　南方的混战与吴的衰亡第十七章　春秋史结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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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宗法与封建制度的确立传说周公建立东都后，曾制礼作乐，其事虽不甚可信，但周国的文化本很
低下，灭商以后文化始大兴，则确是事实。
周代礼制中最重要的是宗法和封建的制度，据近人的考究，“宗法”制度大略是这样的：譬如天子世
世相传，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戴始祖，是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包括嫡长子
的诸母弟与庶子）封为诸侯，为小宗。
每世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封为卿大夫，为小宗。
每世的卿大夫也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各有食地为小宗。
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裔，而小宗则或宗其高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祖，或宗其父，而对大宗则都称
为庶。
诸侯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则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本族则也为大宗。
据后世礼家的记载，宗法系统仅限于大夫以下，诸侯以上宗统与君统合，并不以宗法名。
在宗法系统中，“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
至于他们的详细情形究竟怎样，我们却不敢随意乱说。
　　据近人的研究，宗法制是从嫡庶制来的，商代以前没有嫡庶制。
周人创立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等继统法而设；从继统法推到分封法，就产生出宗法制来。
在宗法制之下，从天子起到士为止，可以合成一个大家族。
这个大家族中的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
封建制度以分封同姓为原则，天子的封诸侯，诸侯的封大夫，都依宗法系统而定；所以封建制度是由
家族系统扩充而成政治系统。
封建制度的继续是靠宗法制度维系的@！
（庶民以下似乎不在宗法系统的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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