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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史纲要》一书，是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翦伯赞教授组织编写，作
为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之用的。
在写作、讨论过程中，翦伯赞教授经常就体例、理论运用和史料鉴别等问题与编写组同志们反复商讨
。
他再三强调，一定要坚持从历史出发，用历史事实说明问题，把论述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
最后定稿时，他还字斟句酌地进行推敲。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主编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对历史科学的严肃态度。
    1982年应读者要求，本书改为上、下两册。
1994年修订再版。
2006年进行第二次修订，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两次修订都是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
增补，力求使本书符合当前研究水平和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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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伯赞（１８９８～１９６８）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
　　１９１６年，翦伯赞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后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
１９２４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
１９２６年回国后，南下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
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
。
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
文，与吕振羽合著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我国的
滔天罪行。
　　１９３７年５月，翦伯赞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
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宣传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史
纲》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了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我国自战国至秦汉社会性质
的转变，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史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
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
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
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从５０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即致力于史学建设。
首先发起编纂了两千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并亲自主编了其中的《戊戌变法》和《义和
团》两个专题。
还与范文澜、胡华等人合著出版《中国历史概要》一书.从１９６１年春开始，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
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同时，他还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
文，批评史学界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
　　翦伯赞治学严谨，著作宏富，至今仍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
他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运用马列理论
研究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问题，功献卓著。
特别是在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上，主张的西周封建论，独树一旗。
虽然已受到黄现璠，张广志等学者的有力挑战，完全否定。
但其影响力不可抹杀。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翦伯赞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夜，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去世。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日，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为他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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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史纲要：上册  第一章 史前时代    第一节 旧时石器时代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第三节 文献与传说
中的古史  第二章 夏与商    第一节 夏    第二节 商      一、商的兴起 高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二、商的经济
和社会结构      三、商的政治制度      四、商的衰亡      五、商朝的文化艺术  第三章 西周、春秋和战国    
第一节 西周      一、周族的兴起和西周王朝的建立      二、西击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      三、西周的政
治制度      四、周和其他各族的关系      五、西周的衰亡    第二节 春秋      一、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式      二
、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      三、西周、春秋的文化    第三节 战国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各国的
变和君主集权制度的形成      三、七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四、各少数民族      五、战国的文化  第
四章 秦汉时期    第一节 秦 统一的专制国家的形成      一、秦始皇建立专制统治和巩固统一的活动      二
、推翻秦朝的农民战争    第二节 西汉时期统一的专制国家的确立      一、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
和削弱王国势力的措施      二、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西汉社会各阶级的状况      四、汉武帝时期
统一的巩固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五、边境各民族 西汉王朝同边境各族的关系      六、
社会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七、推翻王莽政权的农民战争    第三节 东汉时期豪强大族势力的扩张和
统一国家走向瓦解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势力的扩张      二、专制体制的完备和统治集团内部
的矛盾      三、边境各民族 东汉王朝同边境各族的关系      四、东汉后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战争    第四
节 秦汉时期的文化      一、学术思想和宗教      二、史学、文学、艺术      三、自然科学  第五章 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节 三国鼎立和西晋短期统一      一、割据势力和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二、魏国的
政治和经济      三、蜀国的政治和经济  ⋯⋯  第六章 隋唐时期中国史纲要：下册　第七章 五代十国宋
辽金元时期　第八章 时清时期　第九章 近代时期上　第十章 近代时期中　第十一章 近代时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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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西周的政治制度　　官制 西周由于土地层层分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土地所有的等级结构，就
使得这个政权既具有地方分散性又具有等级从属关系。
　　周王是最高首领，是诸侯的共主，他自称是天的元子，所以称为天子。
实质上，以周王为首的西周政府，对它所封建的侯国，保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它直接统治的地区
，则只限于王畿以内，即以镐京和成周为中心的一些地区。
　　西周时期的王室和侯国的政治机构，已难详考。
根据《诗》、《书》和铜器铭文所载，可以看出当时王室最重要的官职是卿士，卿士是天子的辅佐。
《尚书·顾命》把卿士列于邦君之前，《诗·小雅·十月之交》列卿士于众官之首。
铜器铭文中也把卿士寮放在诸侯之前。
　　太师、尹氏也很重要。
《诗·小雅·节南山》说：“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这里所说的师就是太师，尹就是尹氏。
在这首诗中又说：“尹氏太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
”《诗·大雅·常武》说：“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
”又说：“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
”这说明了太师、尹氏都是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一些重臣。
　　常见于古书和铜器铭文中的“三有事”或“三事”，是指司徒、司马、司空而言。
据古书记载，司徒一般是管土地、赋役，司马是管军政，司空是管筑城、开沟、修路等工程。
除“三有事”外，还有掌管刑狱的司寇。
　　见于古书的西周官名，尚有太保、太史、太宗、冢宰、趣马、膳夫等，统兵作战的官有“师氏、
亚、旅”等。
这些众多官职的出现，说明了当时政治机构的庞大。
　　王室的官吏都是由大小贵族充任的。
由于他们世代占有土地，所以也世代垄断官职。
当时不但有“世官”，还有“世职”，铜器铭文中记载王命令大臣继任其父祖旧职的例子很多。
　　周天子把畿外之地分封诸侯，诸侯中绝大多数是姬姓贵族。
天子和诸侯除了君臣关系外，还保持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关系，这种宗法关系，对于维系西周
贵族的统治是一种重要的力量。
《诗·大雅·板》说：“大邦维屏，大宗维翰。
”又说：“宗子维城。
”这里所说的“大宗”、“宗子”就是指同姓诸侯的长子，周天子依靠他们作为屏翰来保卫自己的统
治。
　　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周末郑桓公为周司徒。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设置和王室类似的官吏，还拥有军队，他们各自成为一方之主。
西周时，诸侯尚未强大，他们还能听从天子的号令，向天子纳贡。
《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
”除纳贡外，还要朝觐述职，出兵从征。
天子还有权干涉诸侯的内政，有些侯国的官吏要由天子任命。
天子还可以惩治和撤换诸侯，周夷王曾烹齐哀公而立其弟静。
周宣王曾派兵伐鲁，杀伯御而立其弟孝公。
　　西周时畿外的封君一般都称为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
畿内的封君多称伯，如芮伯、郑伯。
侯、伯当是爵位的名称。
西周时称公比较普遍，王朝大臣都称公，如周公、虢公，公在当时也可能是一种爵位。
另外侯、伯之臣民称侯伯为公，则公又成为君主的同义语。
　　兵制 属于周王室的军队有周六师和虎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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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师是由周人组成的，驻在周京所在的西土地区，所以铜器铭文中称它为西六师。
六师是周的主力军，昭王、穆王曾率六师出外远征。
殷八师是殷遗民编成的，将帅则由周人充任。
周人对南方各族多次的征战，往往是六师、八师并用。
虎贲是周王的禁卫军，武王伐纣，即以虎贲为先锋。
　　刑罚《尚书·康诰》说：“文王作罚。
”《牧》铭亦载：“不用先王作刑，亦多虐庶民。
”周人很早就依靠刑罚来加强他们的统治。
　　《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西周时有刑书九篇，刑书中规定：“窃贿为盗，盗器为奸。
”触犯了这种规定的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说明了当时的法律已经把保护私有财产和标志封建等级制的名器当作首要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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