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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老课本：开明本国史》不同于传统历史著作的只记帝王将相之言，而是采用编、节作为体
例，且以公元纪年。
正如书中所述：“不列载历代帝王私人言行”，而是“叙述中国社会过程的特征因素与其影响，特别
着重民族的演变、政治的迁移、社会组织的更易、学术文化的嬗递，务使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演变的某
一阶段得一整个而明晰的观念”。

　　《民国老课本：开明本国史》初版于20世纪初叶，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尚未得到普遍认同，
因而《民国老课本：开明本国史》中存在一些和目前的史学认识有差异的地方，如对农民起义的评价
等，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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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予同（1898-1981），原名毓懋，又名周蘧，字豫桐，予同，笔名天行。
浙江瑞安人。
1916年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予同历任复旦大学教授（1956年评为二级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教
务长。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上海文史馆馆务委员，上海历史学会理事、副会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委
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
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
《辞海》副主编、编辑委员兼经史部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主编。

　　主要著作有：《孔子》、《朱熹》、《群经概论》、《经今古文学》、《中国现代教育史》、《
中国学校制度》、《开明本国史教本》、《本国史》、《国文教科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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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说
一、历史的范围与旨趣
广义的历史与狭义的历史——研究历史的旨趣——历史的分类——研究本国史的旨趣
二、中国疆域的概略
历史与地理——中国的境界——中国的区域——中国疆域的变迁
三、中国民族的分布
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苗族——韩族——中国民族起源说之可疑
四、中国史期的划分
史期的划分——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近世期——现代期
第二编 上古史
一、神话传说中的古史与石器时代的文化
从盘古到尧舜——神话传说的功用与解释——中国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
二、神权政治的发达与君位世袭制度的形成
从夏禹到商纣——神权政治的发达——君位世袭制度的形成
三、封建制度的建立与宗法社会的完成
封建制度的建立——宗法的作用与概略——封建制度与宗法社会下之礼刑学——周初史料的怀疑与考
订
四、封建制度的动摇与贵族阶级的崩溃
封建制度的动摇的前期——春秋与霸业——战国与七雄——贵族阶级的崩溃与士大夫阶级的产生
五、哲人思想的勃兴与古代文学的演变
先秦诸子勃兴的因素——先秦诸子的流别——《诗经》与《楚辞》
六、古代社会生活的鸟瞰
考证古代社会生活的难点——经济组织：井田制度的演变——宗教思想：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术数
——家族制度：姓氏、婚姻与丧祭
第三编 中古史
一、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与平民革命的暴兴
秦朝统一的先驱者——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中国式的法治主义的流毒——平民革命的暴兴
二、州郡制度的演变与儒教经典的建立
前汉维持政权的武器——州郡制度的演变——儒教经典的建立——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三、社会政策的尝试与失败
中国政治上的两种怪物：宦官与外戚——新莽的社会政策——新莽的失败与汉室重兴
四、士大夫阶级政治争斗的因果
光武的政治策略与清议的产生原因——外戚宦官变乱的再现与士大夫政治斗争的失败
五、外族的征服与交通的发展
匈奴——西域——西羌——东胡与朝鲜——两粤与西南夷
⋯⋯
第四编 近古史
第五编 近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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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 封建制度的建立与宗法社会的完成——西周的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 封建制度的建立 自从
周武王灭都镐以后，与他的弟周公旦努力于国家的建设。
他们鉴于夏、商两朝的兴亡都由于当时诸侯的向背，于是施行封建制度，分封同姓子弟与异姓功臣于
要害的疆域，一方用以拥护中央的王室，一方用以控制旧日的诸侯。
封建制度，有“爵”与“禄”的区别。
爵分五等：一日公，二日侯，三日伯，四日子，五曰男。
禄分三等，以土地为量，计：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不及五十里的，不直属于天
子，称为“附庸”。
此外，军队的编制，方伯二师，诸侯一师，天子自统六师。
官属的设置，大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次国二卿，一卿命于天子。
这样，诸侯的军事的与内政的权都受制于天子。
同时，周公复以镐京为西都，别营东都于洛邑，以便控制中原。
据古史记载，夏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商汤受命，号称三千；周武王观兵孟津，还余八百
；到了春秋，诸侯见于记载的，仅只百六十三国；可见土著部落逐渐减少，中央集权逐渐完备，而封
建制度在中国国家形成的过程上实自有其相当的效能。
 宗法的作用与概略 封建制度还不过是政治之表面的横的组织，使这种组织深入于社会而有巩固的基
础的，是宗法制度。
我们知道夏、商两朝是神权政治发达的时代，而殷商更有尚鬼尊祖的风习的确证，所以周初建国者就
利用这种敬祖报本的观念，使中央王室与同姓诸侯形成了一个模范的大家族，而产生所谓“宗法”。
宗法组织的要点是“宗子”的地位与“大宗”、“小宗”的区别。
“宗子”是“始祖”的代表。
譬如某甲征服某地而为这地的君主，他便是“始祖”。
他的嫡长子就是“宗子”，继承他的王位，而称“大宗”。
大宗以外的诸子，便是“小宗”。
小宗如受封为诸侯，则他的子孙复奉他为“始祖”，所谓【别子为祖】；他的嫡长子继为诸侯的，也
名“大宗”，所谓【继别为宗】；而其他的诸子，也名“小宗”，所谓【继祢者为小宗】。
诸侯分封卿大夫，与卿大夫分封他的子弟，也都是如此。
所以小宗每每对祖国称小宗，而在所封国则为大宗。
普通的小宗，高祖以上就迁入祧庙，没有时享，所谓【五世则迁】；若大宗，则因为是始祖之后，所
以【百世不迁】。
被迁的小宗的族人，都由大宗收恤他们，所以宗子有收恤同族的义务，同时族人也有尊敬宗子的义务
：这所谓【同姓从宗合族属】。
这样，宗法便成为贵族社会的基本的缜密的组织，而自然而然地产生封建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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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明本国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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