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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
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众多值得汲取和反思的经验教训
。
民为贵、君为轻的治国理念和民本思想，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允公允能、德才兼备的用
人标准，如临如履、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念，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精忠报国、捐躯济危的民族大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自强不
息、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温良恭俭、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
厚德载物、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等等，对领导干部有着重要的镜鉴和启迪作用。
    《领导干部读经典》第一辑辑选民国人文精粹，囊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
自清、郑振铎、吕思勉等大师级作品，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参考和修养镜鉴，是一套值得温故知
新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经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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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
《史稿》为革命后政府所修。
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
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
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未可知。
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
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
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
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
意义全矣。
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
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
《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
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馊闻野记，问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
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人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
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
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
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
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
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系统未尝差池。
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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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满族崛起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精神力量。
一支充满朝气、奋发向上的满族，托起了民族的脊梁，艰苦拼搏，百折不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直至创建全国政权，精神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根本因素。
　　——戴逸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根本问题和主要矛盾斗争，一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
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刘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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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导干部读经典》辑选晚近人文精粹，为领导踱索“价值”和“判断”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
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丛书。
孟森的《清史讲义》书稿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
高的史书。
也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史事的贯通、语言的驾驭能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虽然这部书的篇幅并不短，但读者不会感到冗长而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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