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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世史》

内容概要

经世致用，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继孔子之后，继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期，
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其以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
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
为己任”的情怀。作者从这一角度出发，阐述了中国历代以来，经济、政治、军事、交通等各方面的
发展。经济方面，其重点在讨论有关田土税制与商业经济等；政治方面，重点在讨论有关中央、地方
政制，科举教育与监察行政得失；军事方面，重点在于历代军事体制得失的检讨；至于交通方面，涉
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重点之分析，并综合新旧史料，作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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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邝士元，历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学科教授，博采群书，对我国数千年来发
生的重要史实皆有深入研究，其作品对于史实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因，以及治道得失与影响的分析等
，皆能全面且独到，使读者能一览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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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思路是好思路，错别字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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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经世致用，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继孔子之后，继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
期，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其以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
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
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作者从这一角度出发，阐述了中国历代以来，经济、政治、军事、交通等各方
面的发展。经济方面，其重点在讨论有关田土税制与商业经济等；政治方面，重点在讨论有关中央、
地方政制，科举教育与监察行政得失；军事方面，重点在于历代军事体制得失的检讨；至于交通方面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重点之分析，并综合新旧史料，作详细讨论。
2、　　集二十五史、“十通”及历代有关经世论著精华。　　采用近百年来学者经世致用之精义，
自成体系。前言　　唐代刘知几有《史通·六家》之创，大别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
”、“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之论，然此仅为史籍体例之分，殊非经世史之类别。我国
经世致用之学，其分类较早见于《史记》之《河渠》、《平准书》，《汉书》之《沟洫》、《食货志
》。降及唐代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与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不乏经世致用之作。其缀拾
史料，条分细目，使后之治史者，晰然有所取舍；唯其对于制度得失，因果影响之分析，则殊少言及
。故是书之撰，冀欲匡其不逮耳。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史籍之作，卷帙浩繁，内容
丰富，绝非数十万言所能尽其蕴义，故是书之撰，务在提纲挈领，使有志于经国济世者，借是书之分
析讨论而得一门径，由之而登其堂，入其室。其无力或无暇深研国史者，倘精读是书，亦可得一明确
概念与用世之宏旨，庶可矫正近世青年学子，懵然以为西方文艺足以救国者。　　本书编制之内容，
约可分为经济、政治、军事、交通等四大类。经济方面，其重点在讨论有关田土税制与商业经济等；
政治方面，重点在讨论有关中央、地方政制，科举教育与监察行政得失；军事方面，重点在于历代军
事体制得失的检讨；至于交通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者，多作重点之分析，而范围于经
世致用者居多，并综合新旧史料，作详细讨论，冀使年轻一代的治史者有所启发。　　本书之编撰、
取材方面，主以二十五史、“十通”及历代有关经世之论著，略作取舍；尤以近百年来学者，有关本
书讨论范围之精义，多有采用；并间以己意立论。其取舍标准，自成体系，非仅专供场屋应答为主；
且本书体例重在分析议论，对于原文之引用，尽量删削。草印仓促，错漏在所不免，祈请通人指正至
盼。
3、经世致用，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继孔子之后，继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
期，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其以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
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
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作者从这一角度出发，阐述了中国历代以来，经济、政治、军事、交通等各方
面的发展。经济方面，其重点在讨论有关田土税制与商业经济等；政治方面，重点在讨论有关中央、
地方政制，科举教育与监察行政得失；军事方面，重点在于历代军事体制得失的检讨；至于交通方面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重点之分析，并综合新旧史料，作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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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经世史》的笔记-第1页

        立意高远，当深度详考。然纸质、出版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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