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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季羡林先生为本书题词曰：“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
”这是一套人人可读的、全面展现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历程的全新版中国通史。
本书可以当做中国大历史、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历史故事集，甚至中国文化史来读。
全书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连绵不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说到历史，就要回到遥远的时间和空间。
想想这个巨大的我们直观无法看到全貌的地球，在宇宙中小得像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
它的生成已有50亿年，它上面近五千年来发生的历史，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都与历史上重大的变化有关时，阅读历史就形成了一种随时会有收获
的乐趣。
民族的源流、文明的交流、帝国的更迭、宗教的传播、人类的命运、福祸的演变，乃至整个人类的前
途，无不与历史有关。
而我们要从现实看清历史，就要用全球的视野——全球史观来阐释历史。
本书即以准确而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在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
　　中国文明，卓尔不群、屹立东方，与西方文明交相辉映，本书通过两种文明的对比，让读者更深
刻地了解中国历史，同时也了解了世界。
　　现在推出这样一部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从现实需要上看，还是就历史发展上看，都是恰当其时
。
就现实需要上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巨变时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
正在实现复兴的大业，中国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兴盛、中衰、复兴的奥秘，古往今来，日新又新的故
事，都必将启示今人的前进。
读史可以让我们登高望远，回顾与前瞻，从全部的中国史可以看出它指向的光明道路，尽管仍然曲折
，但能给人以宽宏的心胸和广阔的眼界，增加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
从中国历史学发展上看，近百年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近三十年对旧文献的新发现、新认识、新的大
历史观的包容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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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史（卷8）：清卷》是一部新鲜的被现代文明之光照亮的国史，以“人”为聚焦中心，
描述了先民们在不同时代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和族群融合：这是一部开放的置于全球视野中的国史
，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来叙述中国历史，让读者真切体会到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关联；这是一部
感性的可全面触摸到的历史，在文字叙说过程中配上了五千余幅精美插图，直观尽不了历史事件和历
史人物：这是一部好看的能产生阅读快感的国史，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历史细节让人耳目一新。
　　这部《中国通史》的价值所在　　具有普世价值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呼唤新的历史解读方式
。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普及图文版《中国通史》吸收了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体现了季羡林先生倡导的
“大国学”的全球史观；在揭示历史演进规律、民族兴衰因由和人物成败奥秘的同时，这部通史亦重
视引导读者从历史预知未来能力的全面提升；所以，这是今天读者解读历史智慧的最佳范本。
　　具有可读性这部《中国通史》，将历史故事娓娓道来，让读者知道原来历史这么有趣。
既可以读到有很高文学水平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又可以当历史科学的教科书。
可以说，《中国通史（卷8）：清卷》是目前为止出版的通史当中最具可读性的版本。
　　具有图说的美感历史不是抽象的文字叙说，应该是充满美感的、直观的历史。
为了生动表现历史，《中国通史（卷8）：清卷》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图史体系，丰富的人物图、文物
图、军事图和图片说明组成了一部前所未有的图说中国史，让读者赏心悦目，因此，《中国通史（
卷8）：清卷》也是一部最好看的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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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伯钦，1963年生于北京。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八年。
后期负责《国务院古籍整理简报》的编辑和出版。
1997年任智品图书（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
先后策划和主编的出版项目有《唐宋八大家全集》、《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中国历代碑刻
书法全集》、《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李肇翔，1953年生，山东曹县人。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华书局编审，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古籍整理专家。
曾主持《唐宋八大家全集》、《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历代禁书》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
近年来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编写了《中国通史可以这样读》、《故事里的中国》、
《话说明代帝王》等多部历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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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二月二十一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诣努尔哈赤陵，大造登基称帝的舆论。
他首先宣扬自己继承汗位以来的武功，“自受命以来，征讨诸国，所在克捷，遐迩大小之邦罔不臣服
”，然后又宣称“得受命之征”，“历代帝王相传玉玺，久不知其所在，今已为我国得之，共称符瑞
，谓得受命之征”。
　　十二月二十八日，诸贝勒再次请皇太极尊号，皇太极仍坚辞不肯。
管礼部贝勒萨哈廉又让希福、刚林、罗硕、祁充格等上奏：“臣等屡次陈请，未蒙皇上俯鉴下忱，夙
夜悚惶，罔知所措。
伏思皇上不受尊号，其咎实在诸贝勒。
诸贝勒不能自修其身，殚忠信以事上，展布嘉猷，为久大之图，徒劝皇上早正大号，是以皇上不肯轻
受耳。
如诸贝勒皆克殚忠荩，彼莽古尔泰、德格类辈，又何以犯上而作乱耶？
今诸贝勒宜誓图改行，竭忠辅国，以开太平之基，皇上始受尊号可也。
”从这份奏表可以看出，皇太极一再地辞让诸贝勒恭上尊号之请，是出于对诸贝勒的戒心，怀疑他们
的忠诚。
如今，由心腹萨哈廉派人明确向诸贝勒指出皇太极的隐忧，逼令他们宣誓效忠，皇太极随即表态：“
贝勒萨哈廉开陈及此，实获我心。
一则为朕深谋，一则欲喜承皇考开创之业。
其应誓与否，尔身任礼部，当自主之。
诸贝勒果誓图改行，彼时尊号之受与不受，朕当再思之。
”　　第二天，由贝勒萨哈廉出面，召集诸贝勒传达皇太极的意思：“吾等各宜誓图改行，以尉上意
。
”瓦解了三大贝勒以外，已经无人再敢对皇太极有不满，众贝勒满口答应立刻各自写下誓词，上报给
皇太极。
皇太极阅后强调：“不必书从前并无悖逆事等语，但书自今以后，存心忠信，勉图职业，遇有大政大
议，勿谋于闲散官员及微贱小人并其妻妾等，即以此言为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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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农民起义军将明朝力量消耗殆尽之时，清兵趁机入关，建立清朝。
清朝建立之后，平定了地方诸多反抗势力，再次确立了对西藏及台湾的有效管辖，基本上奠定　　了
现代中国的版图。
清朝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但清廷却限制商业的发展，并采用闭关锁国政策，丧
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清廷注重采用和吸收汉族文化，编纂《四库全书》。
但出于防范汉人的心理而大兴文字狱，实行思想控制。
学者遂兴起考据之风，不研究实际学问，中国的科技发展从此陷入停滞。
　　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由于西方国家的刺激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部分清朝官僚引入近代工业，开展洋务运动，但
并没有触动政治体制，导致甲午战争惨败。
戊戌变法也因守旧官僚反对仅百日就宣告失败。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又掀起新的侵略狂潮，义和团运动爆发，奋勇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
清朝无法捍卫民族独立，遂被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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