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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中国通史教材。
全书以史学元典为丰体，从大量文献中精选关键部分，整合为一部有机的、系统的中国通史。
“讲述史前至最近民族政治社会经济变迁之人势，兼及宗教与思想之发展。
”　　作者在每章每节之前，撰有简明提纲，论断清晰，描述了中国历史变迁的关节之处，以作为读
者阅读文献的提示。
范围兼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思想等诸多领域，尤注重标举疆域内外、社会上下、经济文化重
心等各种有形、无形势力之变化，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描述，更显出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独
特理解。
　　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现代著史学家，兼通中西
史学。
清华学校留美生，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
曾任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
1932-1952年，长期在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
文学院院长。
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1962年病逝于天津。
　　雷海宗先生代表作品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抗战前后写作的论文结集），另外曾与林同济
先生合著《文化形态史观》。
身后留存课程讲稿《西洋文化史纲要》经王敦书先生整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此外，尚有《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英文博士论文）、《世界上古史讲义》未刊。
论著选集为《伯伦史学集》（王敦书编，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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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兼治世界史与中国史。
1919—1922年，就读清华学校高等科。
后赴美留学，1927年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教授。
1932年返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直
至1952年院系调整。
清华执教二十年，授课以中国史为主。
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62年后病逝于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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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权与宦官幸臣　三　皇权与外戚　四　皇权与地方官　五　中兴之治　六　听天由命之消极人民
第二十二章　秦汉宗教　一　神仙家与黄老学　二　儒教之成立——素王　三　儒教之成立——经典
　四　阴阳谶纬学　五　儒道阴阳糅合之国教第二十三章　秦汉思想　一　思想之学术化　二　儒道
思想之结束　三　古代思想之总结束——王充　四　古代文化之总清算第二十四章　大汉帝国之末运
（公元89-316年）　一　政治制度之破裂——外戚与宦官　二　政治制度之破裂——国军消灭与地方
割据　三　政治制度之破裂——财政与一般政治之紊乱　四　天灾人祸与人口之减少　五　乱亡经过
——羌乱　六　乱亡经过——党锢黄巾与十常侍　七　乱亡经过——董卓与李郭之乱　八　乱亡经过
——曹操与三国　九　乱亡经过——西晋与中原之沦丧第二十五章　末世之宗教与人生观　一　儒教
之凝结与衰颓　二　清谈与隐逸　三　道教　四　佛教之输入第二十六章　五胡乱华（公元317—383
年）　一　背景　二　中原沦丧　三　汉族南迁　四　南北分局第二十七章　南北朝（公元38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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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与成熟　一　新宗教之酝酿　二　辩教　三　佛教之成熟第二十九章　隋唐政治与社会（公元589
—755年）　一　官制　二　兵制　三　均田与赋役　四　学校与选举第三十章　大唐二元帝国（公
元618-755年）　一　疆土　二　外蕃之威抚与恩抚　三　内政第三十一章　隋唐宗教　一　教会　二
　宗教　三　佛学　四　唐诗中之哲学第三十二章　二元帝国之灭亡（公756-960年）　一　外患频仍
　二　藩镇　三　宦官与禁军　四　财政紊乱流寇兴起与唐之灭亡　五　五代十国第三十三章　新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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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庚子辛丑　五　科举废除与帝制推翻征引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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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七章　专制一统之初试及其失败（公元前221—前202年）　　一　秦始皇之一统政策与旧势
力之反动　　秦并天下，并非专靠武力；秦国的内政在七国中也最为优美（第二四一节）。
秦始皇把这种政治要推广到天下，以秦为标准而使天下制度文物完全划一（第二四二节）。
积极赞助始皇的是李斯（第二四三节）。
这种政策极遭文人政客的反对，因而引起焚书坑儒的惨剧。
同时旧势力中并有人要用战国时代流行的刺杀方法推翻新建的一统政治（第二四四至二四五节）。
　　第二四一节　《荀子》卷一一《强国篇》第一六　　力术止，义术行。
曷谓也？
日：秦之谓也。
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勰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力
术止也。
曷谓乎威强乎汤、武？
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
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视可、司间，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然而
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雠人役也，此所谓威强乎汤、武也。
曷谓广大乎舜、禹也？
日：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
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踰常
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
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
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勰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
也。
然则奈何？
日：节威反文，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
之，不顺者而后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
诸侯，殆可矣。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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