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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大家小书&rdquo;，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ldquo;大家&rdquo;，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
大家的读物。
所谓&ldquo;小书&rdquo;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
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
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
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
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ldquo;大家小书&rdquo;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
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ldquo;大家小书&rdquo;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
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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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史学泰斗顾颉刚70年代口述，何启君整理的史学著作。
当时，顾颉刚已年届高龄，因此凝聚了他一生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和心得。
因为是口述，读来亲切。
而文风平实，介绍全面，足以引领读者轻松、快速地进入史学殿堂。
本书作者顾颉刚（1893&mdash;1980），著名历史学家，江苏苏州人。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
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
大学教授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上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生平著述宏富，出版有《古史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
、《史林杂识》、《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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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
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
大学教授，以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主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上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生平著述宏富，出版有《古史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
史林杂识》、《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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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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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3?唐朝杂史4?宋代杂史5?元代杂史6?明代杂史7?清朝杂史五 经学、汉学六 清代古学整理、考据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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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中国历代京都和北京小史后 记修订再版后记校订后记三版校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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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清朝地方大，元以后数清代地域最广大。
清时有了新疆，新疆地方自宋朝之后放弃了，到清朝重新开拓，所以各叫新疆。
这一地区，是康熙时重开，乾隆定名。
清时又开拓西藏。
从明代以后，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喇嘛管政治，没有藏王。
到清代在喇嘛活佛死去以前，最后用手一指，照此方向的远处寻找这时出生的小孩，抽签决定哪一小
孩可继承活佛。
而抽签人是清人，于是清人取得宗主权。
清朝并不直接管理，设有驻拉萨的办事大臣管大事。
西藏只有庙没有王。
对蒙古也这样，清对蒙古也取得宗主权。
蒙古有王。
清政府在蒙古也设办事大臣，分设于二处。
蒙古的盟族管政事，清政府不派人去管旗内的事。
清人推行怀柔政策，常以公主嫁予蒙王。
此外，又设都统，管军事，一设在绥远；二设在察哈尔。
这两区在清代时候，都在蒙古范围。
清人对新疆，设伊犁大臣。
清人即金人，他们自称是后金。
在人关之前，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时，改名为清。
清人把“清”“明”二字联起来，“清”在“明”之上。
满洲，不是地名，是佛教中的尊号。
就是“曼殊”，变音成了满洲。
清代统治甚是巧妙。
所管臣民汉人排第一，满人排第二，其次为回，再次为蒙、为藏。
汉、满、蒙、回、藏，五个族。
对于满以外的各族统治都实行怀柔政策。
满人作为统治者，容易当官，却不能经商、务农、做工。
只靠官粮。
其大臣可以自己任意圈地成为地主。
满人进关是大量的，以为不劳动可以吃饭。
但到后来，当官的还行，普通旗人没有生机，就很苦了，其妇女当妓女的颇多。
清朝对于汉人采行科举制度，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对待心怀不满者，则大兴文字狱。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所兴文字狱多极了。
在经济上，清人不大管，着力在政治上压迫。
对于蒙、藏，尽量提倡喇嘛教，家中有两个男性就送一人去当喇嘛。
所以，蒙、藏人口越来越少。
蒙古少到百十万；藏人才二百万。
自唐朝开始，回教随阿拉伯人来而传入。
唐以前，只信佛。
回纥族，在南北朝时就多，他们也就是后来的维吾尔。
他们先信伊斯兰教，所以名日回教。
阿拉伯人，最早先到新疆一带。
突厥。
唐代突厥强大，占有蒙古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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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很快就变化了，分为东、西突厥。
一部分同化到蒙族中，一部分同化在维吾尔族。
土耳其，原是突厥，所以，外国人曾称新疆叫做土耳其斯坦。
新疆人的长相，有些像西方人，因为他们是突厥的后人，先在西方建立了土耳其国。
匈奴族，究竟属于什么族，有争论。
有人说是蒙古族，有人说是突厥族。
蒙古族本身只是一个小部落。
他在成吉思汗以后，发展起来，容纳了许多民族。
顾老说起历史来，谈兴越来越浓。
可是，他老先生从来不拿个本子，甚至也不曾有过提纲边看边说。
而所谈内容又广、又深、又细，又前后呼应，条理性、逻辑性强得很。
我生平听过的讲话多多矣，然而，如此之博、如此之专的大学问，唯顾老数第一。
大学者，是不是个个都治学这般严，这般精，记忆得这般清楚？
3.各民族神话中的祖先十二月十九日，香山是北京西山一个极为幽美秀丽的小山。
这里曾作为清代乾隆皇帝的一处行宫。
环山有密密的青翠松柏。
十二月，隆冬季节，松林的碧绿和红色枫叶两相映照，美极了。
我的病友们常穿行在翠松、枫叶相同的峰峦上。
我渴求知识，就伴着顾老漫步；也伴着佛教大师赵朴初老诗人与大画家吴作人，在山林小道上谈着，
倾听着。
回到病房我赶紧用笔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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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小书:中国史学入门》：阅读大家经典、感受大家风范、普及大家知识、传承大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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