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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经济的崛起，要求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
回顾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一直领先世界，直到19世纪末。
在19世纪末年以来兴起的以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民族振兴运动中，中
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世界末日”，几乎被彻底否定。
然而，全盘西化并没有带来民族的复兴。
痛定思痛之后，一些西化的代表人物纷纷回归，用比较理性、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9世纪20年代，国内兴起了“国学”热潮。
一时间，大批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得以出版。
今天，我们面临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民族文化的复兴，是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中国成
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文化基础。
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和熏陶，中国很难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此，中央领导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胡锦涛同志多次要求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并坚持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带头示范。
温家宝同志说：“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习近平同志说：“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
政的大道理。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学经典藏书》根据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为读者展示大师们的著名成果。
这些可贵的文化精品，是承续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火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读者从中可以体味大师们的文化追求，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培育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
《国学经典藏书》立足于：一、为大中学生及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权威、实用、通俗的普及性读本；
二、为研究人员提供学术积累和参考资料；三、为广大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的决策参考、修身养性
的行动指南。
本丛书尽可能地选用最初的版本，以保留学者大师著作的原貌。
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原版本中尚存在一些错讹之处，对其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参照其他
版本和部分学者研究成果，确有把握者，予以改正。
为了方便年轻的读者，本套丛书采用横排简体字，并作了标点整理。
编选这样国学精品，一定尚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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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
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
、知兴替；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把握规律
，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董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
经典，可以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
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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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总论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
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
盖人非役物无以自养，非能群无以役物。
邃古之世，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此实人性之本然，亦为治世之大道。
然人道之推行，不能不为外物所格。
人之相人偶，本可以至于无穷也，而所处之境限之，则争夺相杀之祸，有不能免者矣。
争夺相杀之局，不外两端：一恃强力夺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劳作以自养。
其群之组织，既皆取与战斗相应；见侵夺之群，亦不得不以战斗应之；率天下而惟战斗之务，于是和
亲康乐之风，渺焉无存；诛求抑压之事，扇而弥甚；始仅行于群与群之间者，继遂推衍而及于群之内
，而小康之世所谓伦纪者立，而人与人相处之道苦矣。
又其一为财力。
人之役物也，利于分工，而其所以能分工，则由其能协力，此自邃古已然。
然协力以役物，仅限于部族之内，至两部族相遇，则非争夺，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而交易之道，则
各求自利。
交易愈盛，则分工益密，相与协力之人愈众，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
故商业之兴，沛乎莫之能御。
然部族之中，各有分职，无所谓为己，亦无所谓为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之风，则自此
泯矣。
盖商业之兴也，使山陬海澨，不知谁何之人，咸能通功易事，分工协力之途愈广，所生之利愈饶，其
利也；而其相交易也，人人以损人利己之道行之，于是损人利己之风，亦遍于山陬海澨，人人之利害
若相反，此则其害也。
语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至于人自私其所有，而恃其多财，或善自封殖以相陵轹而其祸有不忍言者矣。
由前之说，今人所谓封建势力。
由后之说，则今人所谓资本势力也。
封建之暴，尤甚于资本，故人必先求去之。
晚周以来，盖封建势力日微，而资本势力方兴之会。
封建势力，如死灰之不可复然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然而欲然之；资本势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
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为晚周至先汉扰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变，或且以为不
可变，言治者但务去泰去甚，以求苟安，不敢作根本变革之想矣。
故曰：以社会组织论，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也。
《汉书。
货殖列传》曰：“昔先王之制，白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
、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
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
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
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
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置网不布于埜泽；鹰隼未击，（矢曾）弋不施于篌隧。
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槎蘖，泽不伐天，蟓鱼麛卵，咸有常禁。
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知力，夙兴夜寐，以治
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
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及周室衰，礼法堕。
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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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
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
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
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
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
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福褐不完，晗菽饮水。
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
故未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
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
”此文最能道出东周以后社会之变迁，及其时之人之见解。
盖其所称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则人与人相处之得其道，此实大同之世所留诒，而非小康
之世，世及为礼之大人所能为，《先秦史》已言之。
然世运既降为小康，治理之权，既操于所谓大人者之手，人遂误以此等治法，为此大人之所为，拨乱
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时者是望。
其实世无不自利之党类，望王公大人及所谓士君子者，以行大平大同之道，正如与虎谋皮。
然治不至于大平大同，则终潜伏扰乱之因；其所谓治者，终不过苟安一时，而其决裂亦终不可免；此
孔子所以仅许为小康也。
先秦诸子，亦非不知此义，然如农家、道家等，徒陈高义，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
墨家、法家等，则取救一时之弊，而于根本之计，有所不暇及。
儒家、阴阳家等，知治化之当分等级，且知其当以渐而升矣，然又不知世无不自利之党类，即欲进于
升平，亦非人民自为谋不可，而欲使在上者为之代谋，遂不免与虎谋皮之诮。
此其所以陈义虽高，用心虽苦，而卒不得其当也。
参看《先秦史》第十五章 第五节 。
秦、汉之世，先秦诸子之言，流风未沫，士盖无不欲以其所学，移易天下者。
新室之所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见，而其时有志于治平者之公言也。
一击不中，大乱随之，根本之计，自此乃无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见听矣。
此则资本势力，正当如日方升之时，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在也。
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问，亦当画为一大界。
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
盖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
”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
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
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
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所谓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
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
自五胡乱华以后，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满洲，相继入据中原，以少数治多数，
皆是道也。
侵掠之力，惟骑寇为强。
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战国始与骑寇遇，《先秦史》亦已言之。
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
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
服者也。
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
第二章 秦代事迹第一节 始皇治法秦王政二十六年，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而西历纪元前二
百二十一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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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并天下。
令丞相御史曰：“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其议帝号。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
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
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日朕。
”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日皇帝。
他如议。
”制曰：可。
追尊庄襄王为大上皇，制曰：“朕闻大古有号毋谥。
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
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
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史公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秦始皇本纪赞》。
案琅邪刻石云：“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
金石，以自为纪。
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
实不称名，故不久长。
其身未殁，诸侯背叛，法令不行。
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
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合群臣议帝号之言观之，秦之所以自负者可知，史公之言，诚不缪也。
尽废封建而行郡县，其事确为前此所未有，固无怪秦人之以此自负。
君为一群之长，王为一区域中所归往，其称皆由来已旧，战国时又有陵驾诸王之上者，则称为帝，已
见《先秦史》第十章 第一节 。
秦人之称帝，盖所以顺时俗，又益之以皇，则取更名号耳。
皇帝连称，古之所无，而《书·吕刑》有皇帝清问下民之辞，盖汉人之所为也。
汉人传古书，尚不斤斤于辞句，说虽传之自古，辞则可以自为。
郡县之制，由来已久，亦见《先秦史》第十四章 第一节 ，惟皆与封建并行，尽废封建而行郡县，实
自始皇始耳。
二十六年，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
请立诸子，惟上幸许。
”始皇下其议于群臣。
群臣皆以为便。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
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
宁之术也。
置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郡置守、尉、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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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之县，即古之所谓国，为当时施政之基，郡则有军备，为控制守御而设，亦见《先秦史》第
十四章 第一节 。
故决废封建之后，遂举分天下以为郡也。
三十四年，淳于越非废封建，仍为李斯所驳，且以此招焚书之祸，见下。
李斯持废封建之议，可谓甚坚，而始皇亦可谓能终用其谋矣。
是岁，又收天下兵，聚之咸阳。
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此犹今之禁藏军火。
当时民问兵器本少也。
参看第十八章 第六节 。
《始皇本纪》但言销兵，《李斯传》则云“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贾生言秦“堕名城”
；《始皇本纪赞》。
《秦楚之际月表》日“堕坏名城，销锋镝”；《叔孙通传》：通对二世问曰“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
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严安上书：言秦“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虞，示不复用”；
《汉书》本传。
则夷城郭实与销锋镝并重。
《张耳陈余传》：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则名城亦有未尽毁者，然所毁必不少
矣。
《宋史·王禹傅传》：禹偁上书，言“大祖、大宗，削平僭伪。
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彻武备者二十余年。
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
号日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
则宋时犹以此为制驭之方，无怪秦人视此为长治久安之计矣。
三十年碣石门刻日“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
，则当时并有利交通之意，不徒为镇压计也。
后人举而笑之，亦过矣。
销兵之后，《史记》又称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此自一统后应有之义，然此等事收效盖微，世或以为推行尽利，则误矣。
参看第十九章 第二节 。
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比所以为强干弱枝计也。
《刘敬传》：敬使匈奴结和亲。
还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
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
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
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
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
”上曰：“善。
”乃使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此策全与始皇同。
《汉书·地理志》言：“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徒于南阳。
”盖豪杰宗强者，使之去其故居，则其势力减，而又可以实空虚之处。
当宗法盛行时，治理之策，固不得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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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著名历史学家。
他读书广博，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
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
《白话本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
记》等是吕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
吕思勉推崇顾炎武的“闳雅”、钱大昕的“渊博”、戴震的“论证”和章学诚的“辩答”，熟读《二
十四史》等传统典籍，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史料，写下大量札记。
吕著史实扎实而精确，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叙述清楚，见解独到而精辟。
严耕望评其治学特色为：“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
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
著作。
本书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
别类的办法叙述。
本次《秦汉史》的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为底本，并参照了现有的一些学者的校订成果，改繁体
直排为简体横排。
除订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其他如习惯用词、概念术语等，均未做改动。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汉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
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胡锦涛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
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温家宝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面。
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
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改
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
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
总之，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
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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