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史四十四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史四十四讲》

13位ISBN编号：9787564069018

10位ISBN编号：7564069015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王国维、 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03出版)

作者：王国维

页数：3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国史四十四讲》

内容概要

《国史四十四讲》是一部由多位历史名家撰写的通史。它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国史四十四讲》的
每一个章节均由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权威人物来撰写。比如由王国维来讲解先秦的历史，吕思勉来
讲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国史四十四讲》的每一编都有一篇对这一时期历史的总体概述，同时又有
数篇专门的文章对这一时期比较有特点的、较为重要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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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四十四讲》

作者简介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
秀才。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
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在先秦史学和魏晋南北朝史学方面颇有研究。著有《人间词
话》、《曲录》、《观堂集林》等多部著作。吕思勉（1884年-1957年），字诚之，汉族，江苏常州人
。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民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钱穆最敬重的授业恩师，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著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等多
部著作。梁启超（1873-1929年），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人物，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
一。代表作有《李鸿章传》《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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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四十四讲》

书籍目录

第一编王国维张荫麟讲先秦史 殷周制度论 孔子学说中道德之标准 孟子之学说 老子之学说 周秦诸子之
名学 六国混一 第二编张荫麟、缪凤林、李源澄、吕思勉讲秦汉史 秦汉史总论 纯郡县制的重建 汉代大
一统政治下之政治学说 西汉思想之发展 法吏与法律 汉帝国的中兴与衰亡 后汉的外戚与宦官 第三编吕
思勉、鲁迅讲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史总论 魏时将帅之骄 晋人之矫诞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
关系 南北朝的始末 第四编岑仲勉、吕思勉、缪凤林讲隋唐五代史 隋唐五代史总论 唐朝的职官与选举 
府兵制的起源及其评价 盛唐之日落西山 中唐后理财之言论及方法 五代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五编金
毓黻、张荫麟讲宋史 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 宋室积弱之原因 北宋的外患变法 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 
南宋中兴之机运 宋之灭亡 第六编李思纯、吕思勉讲元史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元史学之鹄的 第七编吕思
勉、孟森讲明史 明朝的盛衰 洪武年中诸大事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宦官的专权 权臣和党祸 崇祯致亡之症
结 第八编梁启超、孟森、吕思勉讲清史 清代种族及世系 八旗制度之源流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
表人物 中西初期的交涉 太平军成败及清之兴衰关系 清朝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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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四十四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六国混一 嬴政既打倒了吕不韦，收揽了秦国的大权，便开始图谋六国。这时，六
国早已各自消失了单独抗秦的力量。不过它们的合纵还足以祸秦。嬴政即位的第六年，秦国还吃了三
晋和卫、楚的联军一次亏，当时大梁人尉缭也看到的，假如六国的君主稍有智慧，嬴政一不小心，会
遭遇智伯、夫差和齐湣王的命运也未可知。但尉缭不见用于祖国，走到咸阳，劝嬴政道：“愿大王不
要爱惜财物，派人贿赂列国的大臣：来破坏他们本国的计谋，不过化三十万金，六王可以尽虏。”嬴
政果然采纳了这策略。此后六国果然再不费一矢相助而静待嬴政逐个解决。 首先对秦屈服，希望以屈
服代替牺牲，而首先受牺牲的是韩。秦王政十四年，韩王安为李斯所诱，对秦献玺称臣，并献南阳地
。十七年秦的南阳守将举兵入新郑，虏韩王，灭其国。李斯赴韩之前，韩王派了著名的公子韩非入秦
，谋纾国难，嬴政留非，想重用他。但不久听了李斯和另一位大臣的谗言，又把他下狱。口吃的韩非
有冤没处诉，终于给李斯毒死在狱中。 韩亡后九年之间，嬴政以迅雷烈风的力量，一意东征，先后把
其余的五国灭了。这五国的君主，连够得上说抵抗的招架也没有，鸡犬似的一一被缚到咸阳。只有侠
士荆轲，曾替燕国演过一出壮烈的悲剧。 秦王政十九年，赵国既灭，他亲到邯郸，活埋了所有旧时母
家的仇人；次年回到咸阳，有燕国使臣荆轲卑辞求觐，说要进献秦国逃将樊于期的首级和燕国最膏腴
的地域督亢的地图。献图的意思就是要纳地。秦王大喜，穿上朝服，排起仪仗，立即传见。荆轲捧着
头函，副使秦舞阳捧着地图匣以次上殿。秦舞阳忽然股慄色变，廷臣惊怪，荆轲笑瞧了舞阳，上前解
释道：“北番蛮夷的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惶恐失措，伏望大王包容，俾得完成使事。”秦王索
阅地图，荆轲取了呈上。地图展到尽处，匕首出现！荆轲左手把着秦王的袖，右手抢过匕首，就猛力
刺去，但没有刺到身上，秦王已断袖走开。秦王拔剑，便剑长鞘紧，急猝拔不出，荆轲追他，两人绕
柱而走。秦廷的规矩，殿上侍从的人，不许带兵器，殿下的卫士，非奉旨不许上殿。秦王忙乱中没有
想到殿下的卫士，殿上的文臣，那里是荆轲的敌手。秦王失了魂似的只是绕着柱走。最后，侍臣们大
声提醒了他，把剑从背后顺力拔出，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便将匕首向他掷去，不中，中铜柱。这
匕首是用毒药练过的，微伤可以致命。荆轲受了八创，已知绝望，倚柱狂笑，笑了又骂，结果被肢解
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是荆轲离开燕国之前，在易水边的别筵上，当着满座
白衣冠的送客，最后唱的歌，也可以做他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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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四十四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
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
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    ——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王国维 
  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
会的活动变化。    史家的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
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瞿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
暇逸；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    —
—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人物，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    学历史不是为了可以做前车之鉴。我
们从历史得到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
；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极远之世的。    ——民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
身教授 吕思勉    历史者，一宇宙的戏剧也。创造与毁灭之接踵而跌更。光明与黑暗之握吭而搏斗，一
切文人之所虚构，歌台上所扮演，孰有轰烈庄严于是者耶？    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不是分立无
连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众史事所构成的全体。    ——民国天才史学家 张荫麟 
  史之为学，不外摹写实状，故必先明了古今之社会实况，然后可以论史。⋯⋯早挟成见，复凭参悟
，皆论史者所当懔戒。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史学家 岑仲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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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四十四讲》

编辑推荐

《国史四十四讲》编辑推荐：1.权威性。该书所有内容均出自名家之手，且所选篇目均为这一领域的
代表性成果。2.实用性。该书从整体上看其内容涉及古代的所有朝代，可以看作是一部通史，但是它
没有通史所具有的那些繁琐内容。另外，所选的这些文章大都是一些可以单独发表的学术文章，但是
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学术文章，这些文章一般比较通俗易懂，完全没有学术文章的那种枯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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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四十四讲》

名人推荐

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
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
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王国维我
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
活动变化。史家的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
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瞿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
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中国近
代史上百科全书式人物，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学历史不是为了可以做前车之鉴。我们从历史得
到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
，无不可以追溯至极远之世的。——民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吕思勉
历史者，一宇宙的戏剧也。创造与毁灭之接踵而跌更。光明与黑暗之握吭而搏斗，一切文人之所虚构
，歌台上所扮演，孰有轰烈庄严于是者耶？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不是分立无连的；我们不仅要
注意单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众史事所构成的全体。——民国天才史学家 张荫麟史之为学，不外摹写
实状，故必先明了古今之社会实况，然后可以论史。⋯⋯早挟成见，复凭参悟，皆论史者所当懔戒。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史学家 岑仲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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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四十四讲》

精彩短评

1、喜欢读历史的人值得看看
2、值得一读。讲了很多专题性的内容。不象常见的那些炒冷饭的“通史”、“史稿”什么的。
3、不错，大致翻了一下，值得一读。
4、讲的是嫡长子继承制的起始，挺特别的，在别的书里还从没看到过。
5、内容还行，有错别字。如果是纸质的，算是比较好的盗版。
6、满好的，但是有个把错别字，不能忍受！
7、古文，看的有点费劲，慢慢看，国学大家的精华
8、写的通俗易懂，角度新颖
9、大师的经典，但是民国的表述有些有点难懂。而且封面也不是很喜欢。
10、书看起来太累，民国大家都还在用文言写作，况且书大字小，要不是内容可以，眼睛真心累不起
。封面也很奇怪，”国“用繁体，”讲“却用简体⋯⋯是要古今结合的节奏嘛⋯⋯
11、这本书看着还不错！值得一看。
12、刚看三分之一. 不愧是大师讲课, 不是泛泛之论, 很长见识. 就比如董仲舒的那些论文, 要是以前, 我
就会觉得全是空洞的废话, 现在知道所谓阴阳五行只是表面, 儒家治世的思想是跟随时代的. 历史课上只
讲秦皇焚书坑儒, 汉武罢黜百家, 没因没果, 还不如不讲. 继续阅读吧.Kindle 版的排版非常好, 看得舒服.
13、这是一本需要门槛的书。之所以打3星也是这个原因，它不是大众读物，但却值得一读。
14、不愧是大师讲课, 不是泛泛之论, 很长见识. 这本书不是对每个朝代发生了什么事情按时间顺序串讲
一遍, 那些内容读者应该已经都知道了. 这本书是对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大事的深度分析, 认人明白
在那些背景下, 那些历史为什么会是那样发展的. 比历史课上学的要深入很多, 所以也精彩很多. 作者们
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学者大师, 文言文读起来铿锵有力.
15、作者群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此书是一本敷衍之作。选大师的作品，当然不必要神圣化，但是
你也不能这么干。
首先选择没有纲目，没有任何注释，也没有校版。这种书我能出版我也能当编辑了！
16、没有白话文看起来轻松
17、个人觉得，读史入门级书，比较适合初学者。
18、大师的水平毋庸置疑，只是看这本书需要有一定的历史和文言文基础，不然书中的人物和典故就
不好对上了。
个人感觉这本书是为了大师而成，不系统。大师都各有各的系统和观点，杂糅在一起有些做作。
这本书对本人还是有很大启发作用，很多观点对比阉割版教科书直观不少，还原历史（或是从另一个
观点看历史）。不错的历史拾遗书。
19、半文言的，内容太难，入门者慎买。基本上是看不太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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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四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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