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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
其初系讲通史。
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
于是改讲文化史。
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
明须注重于文化。
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
用意诚甚周详。
然通史讲授，共止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
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
。
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
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
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
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
，或亦足供参考。
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钞写。
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
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
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
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
亦颇可作一般读物。
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
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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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思勉(1884—19577)，被中国史家公认为史籍读得最多的大师。
他将二十四史通读数遍，至今传为史家美谈。
以治学严谨而著称的海外史学家严耕望，将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列，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
史家”。
《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最为成熟的通史作品，只用30多万字的篇幅就写成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并且意在揭示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尤其注重制度沿革和文化流变，是不可替代的通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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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其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当时得风气之先，《吕著中国通史》堪
称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书原上册为文化史，其中叙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学术的历史发展状况、互相关系及特
点，范围广博，取精用宏，多独到之见，足资当今学人借鉴；下册为政治史，叙述简明精当，脉络流
贯，议论风发，对一般读者熟悉中国历史大有裨益。
本书具有很高的价值，是广大史学爱好者必藏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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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清朝太祖崛起，以八旗编制其民。
太宗之世，蒙古和汉人归降的，亦都用同一的组织，这亦和金朝人以猛安谋克授渤海汉人一样。
中国平定之后，以八旗兵驻防各处，亦和金朝移猛安谋克户于中原，及元朝镇戍之制，用意相同，惟
金代的猛安谋克户，系散居于民间；元朝万户分驻各处，和汉人往来，亦无禁限。
清朝驻防的旗兵，则系和汉人分城而居的，所以其冲突不如金元之烈。
但其人因此与汉人隔绝，和中国的社会，全无关系，到末造，要筹划旗民生计，就全无办法了。
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
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
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
中国军队强悍的，亦多只能取守势，野战总是失利时居多。
洪承畴松山之战，是其一例。
然人关后腐败亦颇速。
三藩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
自此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内地粗觉平安，对外亦无甚激烈的战斗。
武功虽盛，实多徼天之幸。
所以太平军一起，就势如破竹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种潮流潜伏着。
推波助澜，今犹未已，非通观前后，是不能觉悟出这种趋势来的。
这两种潮流：其（一）是南方势力的兴起。
南部数省，向来和大局无甚关系。
自明桂王据云贵与清朝相抗；吴三桂举兵，虽然终于失败，亦能震荡中原；而西南一隅，始隐然为重
于天下，其后太平军兴，征伐几遍全国。
虽又以失败终，然自清末革命，至国民政府北伐之成功，始终以西南为根据。
现在的抗战，还是以此为民族复兴的策源地的。
其（二）是全国皆兵制的恢复。
自秦朝统一以后，兵民渐渐分离，至后汉之初，而民兵之制遂废，至今已近二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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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吕著中国通史(简体横排插图本)》：历史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
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
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
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
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吕思勉剖析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规则纵贯5000年的简明通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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