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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 ，广东新会人，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国学大师、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
，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少年时负笈经学大师康有为万木草堂，民初，为清华大学国学
院四大导师之一。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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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梁氏对三代贵族政体的评价稍微偏低了，虽然也给予了肯定。他对甲骨卜辞的史料价值，估计也
严重不足。此书还有一缺陷，就是对西周史基本含混带过。
2、国学大师梁启超未完成的中国通史上古部分，首次全面整理出版 。 
中国上古史研究入门必备书。

3、本书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记，汇集散在《饮冰室合集》中的篇目成书，为梁启超关于上古
史研究的文章汇集。本书分《新史学》、《中国史叙论》、《太古及三代载记》、《纪夏殷王业》、
《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志语言文字》、《志三代宗教礼学》，文笔晓畅，条分缕析，考订
入微，系统考证了太古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为了解中国上古史的最佳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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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上古史》为梁启超先生百年前的著作。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然而辉煌灿烂的中国文
明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产生形成的？许多学术界前辈、国学大师都曾探讨
过这一问题。他们广泛运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理论，系统整理、分析考古学发现材料，对传
世典籍的种种古史传说试做整合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新意的理论观点，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古史研
究体系。这部力作是近代思想家、国学家梁启超先生于本世纪初所作，百年来，其观点仍不失对我们
今天研究中国的上古历史有着启迪与指导、借鉴作用。从中我们亦可看到梁先生的深厚史学功底和其
史学思想，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宏观论之似磅礴之气，细数述之又如涓涓溪流，相宜得彰；而其核心
思想乃中国大一统的由来，这是我中华文化立于世界的基本特点之一。本书对于教授史学的老师、学
习史学的学生、研究史学的学者等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的专著。

Page 7



《中国上古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