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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早慧却也早逝的史学家。
当他还未是满十八岁的中学生时，就因在著名的《学衡》上对“梁启超”才“证老子之失”提出驳难
受到梁氏的常识与学界的注目，而他也不掩饰他的目无余子，曾在后来慨叹自梁之后，史学益衰，“
不学无术之人因缘时会，凭藉结纳，亦且披猴冠而登坛坫焉”，盼望能够早日改观，并为之奋斗一生
。
  李书是张荫麟受聘为高中所编的教科书，为此他向清华告假两年，放弃教职，一心撰述。
著者特别留意于材料的精审与文学的畅达。
由于他治史强调从作长编入手，因而每能取精用弘，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抓住最有意味的关节，提取
最为典型的事例；由于他具有通透的哲学与社会学的眼光，因而每能把握历史事件的实质，再现历史
人物的性格。
正是有了这样丰厚的根坻，所以本书备受论者称道的文字生动、引人入胜的特点，每每是源自于著者
足以取信于史林的深刻认识，而不是靠我们通常见惯了的寻了种只能取宠于庸众的浅薄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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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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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  第三节 周期的兴起  第四节 周代与外族第二章 财代的封建社会  第一节 封建帝国的组织  第二节 
奴隶  第三节 庶民  第四节 都邑与商业  第五节 家庭  第六节 士  第七节 宗教  第八节 卿大夫  第九节 封建
组织的崩溃第三章 霸国与霸业  第一节 楚的兴起  第二节 齐的兴起（附宋）  第三节 晋楚争霸  第四节 
吴越代兴  第五节 郑子产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  第一节 鲁国的特色  第二节 孔子的先世与孔子的人格  
第三节  孔子与其时世  第四节 孔子的政治  第五节 孔子的教育  第六节 孔子的晚年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
政治与社会  第一节 三晋及田齐的兴起  第二节 魏文侯李克吴起  第三节 秦的变法  第四节 经济的进步
与战争的变质  第五节 国际局面的变迁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第七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第八章 秦汉之际
第九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第十一章 改制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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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前讲历史的人每喜欢从“天地剖判”或“混沌初开”说起。
近来讲历史的人每喜欢从星云凝结和地球形成说起。
这部书却不想拉得这么远。
也不想追溯几百万年以前，东亚地方若干　　次由大陆变成海洋，更由海洋变成大陆的经过。
也不想追溯几十万年以前当华北还没有给飞沙扬尘的大风铺上黄土层的时候，介乎猿人与人之间的“
北京人”怎样在那里生活着，后来气　　候又怎样改变，使得他们消灭或远徙，而遗留下粗糙的石器
，用火的烬迹，和食余的兽骨人骨，在北平附近的周口店的地层中。
也不想跟踪此后石器文化在中国境内的分布，传播，和进步，直至存在于公元前六七千年间具有初期
农业和精致陶器的“仰韶文化”(仰韶在河南渑池附近)所代表的阶段。
　　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
这些项目要到有文字记录传后的时代才可得确考。
　　严格的说，照现在所知，我国最初有文字记录的时代是商朝，略当于公元前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二
世纪中叶。
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实况为鉴别这些传说
的标准。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莫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初至前五世纪
末)。
这期间的社会概况便是本章所要描写的。
自然在这期间，并非没有社会变迁，而各　　地域的情形也不一致。
这纵横两方面的变异，虽然现在可能知道的很少，下文也将连带叙及。
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史中第一个有详情可考的时期。
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
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
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其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词常被滥用。
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
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　　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
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
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　　社会。
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
名义上这整个的帝国是“王土”，整个帝国里的人都是“王臣”，但事实上周王所直接统属的只是王
畿之地。
王畿是以镐京和　　洛邑为两个焦点，其范围现在不能确考，但可知其北不过黄河，南不到汉水流域
，东不到淮水流域，西则镐京已接近边陲。
王畿之地，在周人的估计中，是约莫一千里左右见方。
王畿之外，周室先后至少封立了一百三十个以上(确数不可考)的诸侯国，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
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
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
而王室开国　　初年的武威过去以后，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也成了具文，尽不尽听凭诸侯的喜欢罢了。
另一方面，周王在畿内，诸侯在国内，各把大部分的土地，分给许多小封君。
每一小封君是其封区内政　　治上和经济上的世袭主人，人民对他纳租税，服力役和兵役，听凭他生
杀予夺，不过他每年对诸侯或王室有纳贡的义务。
　　周朝的诸侯国，就其起源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开国之初，王室把新征服或取得的土地，分给宗亲姻戚或功臣而建立的。
前章所表列的国家皆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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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开国许久之后，王室划分畿内的土地赐给子弟或功臣而建立，例如郑、秦。
郑始祖为周厉王少子友，宜王时始封，在今陕西华县。
幽王之乱，郑友寄家于郐及东虢，因而占夺其地，别建新国(在今河南中部黄河以南新郑一带)。
第三类是拿商朝原有的土地封给商朝后裔的，属于此类的只有宋。
第四类是商代原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归附于周朝的，例如陈、杞等。
旧说周朝诸侯，爵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
此说曾有人怀疑。
但现存东周的鲁国史记里确有这五等的分别。
其中所称及的诸侯公爵的只有宋，男爵的只有许(今河南许昌)；属于第一类的多数为侯，亦有为伯的
；　　属于第二类的秦，郑皆为伯；属于第四类的大抵为子。
　　王畿内的小封君殆全是王族。
列国的小封君原初殆亦全是“公族”(国君的同族)；但至迟在前七世纪初这种清一色的局面已打破。
齐桓公(前六五一至六四三年)有名的贤臣管仲，和　　景公(前五四七至四九○年)有名的贤臣晏婴都
有封地，却非公族，晏婴并且据说是个东夷。
晋国自从献公(前六七六至六五一年)把公族几乎诛逐净尽，后来的贵族多属异姓，或来自别国。
秦国自从它的政制有可稽考，自从穆公(前六五九至六二一年)的时代，已大用“客卿”，公族始终在
秦国没有抬过头。
但鲁、郑和宋国，似乎终春秋之世不曾有过(至少稀有)非公族的小封君。
这个差异是进取和保守的差异的背景，也是强弱的差异的背景。
畿内小封君的情形，我们所知甚少，姑置不谈。
列国的小封君统称为大夫。
列国的大夫多数是在国君的朝廷里任职的，其辅助国君掌理一般国政的叫做卿。
卿有上下或正副之别。
大国的卿至多不过六位。
大夫亦有上下的等级，但其数目没有限制。
大夫的地位是世袭的，卿的地位却照例不是世袭的，虽然也有累代为卿的巨室。
大夫的家族各有特殊的氏。
有以开宗大夫的官职为氏的；有以封地的首邑为氏的；若开宗大夫为国君之子，则第三世以下用开宗
大夫的别字为氏。
下文为叙述的便利称大夫的世袭的家业为“氏室”，以别于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
(周制：列国的卿，有一两位要由王朝任命，但此制实施之时间空间范围不详。
)　　周王和大小的封君(包括诸侯)构成这封建社会的最上层，其次的一层是他们所禄养的官吏和武士
，又其次的一层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庶人，最下的一层是贵家所豢养的奴隶。
　　　　儒家在汉朝成立之初，本已开始崭露头角。
高帝的“从龙之彦”，固然多数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无赖，但其中也颇有些知识分子。
单讲儒者就有曾著《新语》十一篇，时常强聒给高帝讲说《诗》《书》的陆贾；有曾为秦博士、率领
弟子百余人降汉的叔孙通；而高帝的少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传弟子，《诗》学的名家
。
高帝即位后，叔孙通奉命和他的弟子，并招鲁国儒生三十多人，共同制作朝仪。
先时，群臣都不懂什么君臣的礼节，他们在殿上会饮，往往争论功劳；醉了，就大叫起来，拔剑砍柱
。
朝仪既定，适值新年，长乐宫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 边朝贺。
天刚亮，他们按着等级。
一班班的被谒者引进殿门，那是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了旗帜。
殿上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们数百人就夹侍在阶陛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都向东站立
；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
于是皇帝坐了辇车出房，百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了次序奉贺，他们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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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肃敬震恐的。
到行礼完毕，又在殿上置酒，他们都低着头饮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
斟酒到第九次，谒者高唱“罢酒”，他们都肃静地退出。
高帝叹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呢!”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掌宗庙礼仪，诸博士即在其属下
，故亦名太常博士)，赐金五百斤。
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话下。
高帝本来轻蔑儒者，初起兵时，有人戴了儒冠来见，总要把解下来，撤一泡尿在里边。
但经过这回教训，他对于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
后来他行经鲁国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后，儒家在朝中一点势力的萌芽，虽然给道家压倒，但在文景两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颇不
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诗》、《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
而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间献王德皆提倡儒术，和朝廷之尊崇黄老，相映成趣。
元王好《诗》，令诸子皆读《诗》；并拜旧同学申公等三位名儒为中大丈。
献王兴修礼乐，征集儒籍，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谨守儒规。
山东的儒者多跟随着他。
　　武帝为太子时的少传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
他初即位时，辅政的丞相窦婴(窦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术；他们推荐乃
王臧为　　郎中令——掌宿宫殿门户的近臣，又推荐了王威的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
在这班儒家信徒的怂恿之下，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诸侯王相等荐
举“贤良方　　正直言极谏之士”来朝廷应试。
这次征举的意思无疑地是要网罗儒家的人才。
广川大儒董仲舒在这次廷试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策尾，他总结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遭，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同时丞相卫绾也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奏给武帝批准了。
卫绾不敢指斥黄老，因为窦太皇太后的势力仍在，但仲舒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则把黄老也包括在内了。
当文景时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经》及“诸子百家”的均有。
经董、卫的建议，武帝后来把不是治儒家《五经》的博士，一概罢黜了，这是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
年)的事。
　　武帝又听王臧，赵绾的话，把申公用“安车薄轮”招请了来，准备做一番制礼作乐的大事业，和
举行一些当时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仪式。
　　儒家的张皇生事已够使窦老太太生气的了。
更兼田蚡等，把窦氏宗室中无行的人，除了贵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长安的列侯各归本国——住在长
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窦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孙婿，都向他诉怨。
建元二年，赵绾又请武帝此后不要向窦氏后奏事。
她忍无可忍，便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迫得武帝把他们下狱，结果他们自杀。
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
但过了四年，窦老太太寿终内寝，田蚡起为丞相。
儒家终底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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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一　　这部书的开始属草，是在芦沟桥事变之前二年，这部书的开始刊布，是在事变之后将
近三年。
　　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
是恰当其时。
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来子所谓“一齐打烂，
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
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
的新时代。
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
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脚的历史的壮观。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
尚，科学的发掘妁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
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
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
不幸这草昧初辟的园林，突遇狂风暴雹，使得我们不得不把一个万果垒垒的时代，期于不确定的将来
了。
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
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
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
观的报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
应有之事吗？
　　着手去写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头就碰到一个问题，以批评眼光去读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头
就碰到同一的问题，那就是，拿什么的“笔削’做标准?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
，应有尽有的写进去。
姑勿论一个人，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　　此做。
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
。
那么，难道就凭个人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兴趣所之，以为去取吗?这虽然是最便当的办法，我怀疑
过去许多写通史的人大体上所采的不是这办法。
无怪佛禄德(Froude)把历史比于西方的缀句片，可以任随人意，拼成他所喜欢的字。
我们若取任何几种现行的某国或某处通史一比较，能否认这比喻的确切吗?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情形为
满足。
我们无法可以使几个史家各自写成的某国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铸出，除是他们互相抄袭。
但我们似乎应当有一种标准，可以判断两种对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为合当，孰为高下，这标
准是什么?　　读者于此也许会想到一个现成的答案；韩昌黎不早就说过：“记事者必提其要”吗?最
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为详略的通史，就是选材最合当的通史。
“笔削”的标准就在史事的重要性。
但这答案只把问题藏在习熟的字眼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什么是史事的重要性?这问题殊不见得比前一问题更为浅易。
须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情实，摆在该物的面上，或蕴在该物的内中，可以
仅就该事物的本身检察或分析而知的。
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对于一特定的标准而言。
什么是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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