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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
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
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
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
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
；(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
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
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
学作品汉译本)。
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
留了原有版式。
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
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
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
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
举。
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
营。
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
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
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
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
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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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讲授清史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作者通过对各种史料的鉴别、考证，厘清了清代种族及世系，揭示了八旗制度的真面貌，对清代历史
（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的重要史实及核心问题作了严密细致的论述，对清代从开国到国运由盛转衰的
过程进行了缜密的论证；晚清时段研究，重点在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意在阐明清代国运衰弱之由
。
本书版本采用中华书局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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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
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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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所修。
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
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
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
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未可知。
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
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
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
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义全矣。
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末认清史稿即为清史。
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
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
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谖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
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人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
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
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揑造，除故意
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
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系统未尝差池。
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
及今而始议保管档案。
保管档案，乃抱残守缺之事，非生枝发叶，移步换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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