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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内容概要

《开明中国历史讲义》，是开明众多课本和讲义的重要一种，由文史研究大家王伯祥和宋云彬先生合
编，共七十讲，内容从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成立。三十万字写尽中华五千年历史。宏观方面写意勾勒
，细节处采用工笔手法，情节丰满，有料有趣。书不受当时政治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摒弃假大
空的说教和预设结论，发乎人文，忠于历史，对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立论公允，识见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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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作者简介

王伯祥（1890-1975），名钟麒，著名文史学者。1992年初，任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讲师；后和叶圣陶
同时被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5年，与匡互生、丰子恺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1932年春
，就职于开明书店；1953年，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编著《史记选》《增订李太白年谱》，参与古
籍《四库全书总目》的整理。作品主要有《我国三千年来地方制度的演变》《古史辩与经今文学》《
三国史略》《四库全书述略》《清史稿述肊》《辛弃疾的生平》《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
日战争》等。
宋云彬(1897—1979)，著名文史学者。1928年任开明书店编辑，负责整理校订《辞通》；主编《国文讲
义》与《中学生杂志》；1947年赴香港，后任文化供应社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
副总编辑，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文联主席；中华书局编辑，参与点校《二十四史》，并在北京大学古
典文献专业任教。作品主要有《东汉之宗教》《王守仁与阳明理学》《中国近百年史》《中国文学史
简编》《明文学史》《玄武门之变》《康有为》《玄奘》《鲁迅语录》《宋云彬杂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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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书籍目录

第一讲 传说中的古史
第二讲 黄帝的建国
第三讲 尧舜禅让与洪水
第四讲 夏商的政教
第五讲 周初的封建
第六讲 春秋与战国
第七讲 周朝的制度
第八讲 诸子争鸣与其背景
第九讲 秦朝的统一
第十讲 先秦时代的外族
第十一讲 群雄覆秦与楚汉相争
第十二讲 汉初的事变
第十三讲 黄老之治与儒家独尊
第十四讲 汉武帝的功业
第十五讲 外戚专权与新莽篡国

Page 4



《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精彩短评

1、soso，不全，推荐语倒是很有意思
2、还说校正出版..清世宗写成爱新觉罗·福临，我算服了
3、看看民国的教科书；看看老先生的水平；看看深入浅出的剖析；看看宏观的把控。。。
在看看当下专家的课本，不是差一点，是根本就没有比的必要！
4、简洁明了一撸到底
5、我第一次意识到史学家的笔是那么的厉害！一本关于中国的历史，民国时期出版的，后面一些章
节禁止了。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作者的思想很有当然得热血青年味道！任何朝代的灭亡说白了都是
体制的问题，当权利可以明码实价的时候，那么也就是快结束的时候！
6、还蛮易懂的~
7、讲的很到位，很准确。引用的文献可靠，不失为一本非常好的历史教科书。可惜是删减版。
8、go
9、为什么是阉本！！！
10、犹记得过年前只带了这本书回家，又带回来了⋯这是一本值得细细研读的历史入门书籍，书写方
式倍感亲切，有脚注，有旁注，有延伸阅读，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把民国成立之后的内容删掉了
。
11、历史观的形成得首先有基本准确的历史支撑，被篡改、删减过的历史充实的脑袋谈何历史观？要
找到一本适合初中生阅读的历史读物着实不易，这本开明讲义并非完美（毕竟短短三十万字说清中国
历史几近不可能，其中夹着编辑的不少个人观点我也未必同意），五代十国有了，元、金、夏朝的古
往今生有了，日俄战争的由来也有了。当然受篇幅所限，还有好多事没说清楚，然而，至少基本历史
脉络是讲明白了，有兴趣的学生自可以去找资料来读。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在变，越是
近期的人物评价越不容易固定，书中对人物的评价也未必准确，原因倒是因为历史人物本身的复杂性
，相关资料太容易找到，不似远古人物，记载的资料太少。
12、老先生写的书就是靠谱！！！
13、该书跨度很大，从上古到近代，可以让你对中国历史有个概括性的了解，但是每一章节概述的都
比较简短。一些朝代主要历史事件也没有记录。这是个小小的不足。
14、一本真正得历史书。客观，公正地评述历史。
15、我是看ft中文网一篇文章拿这个与我们自己的课本比较太平天国的不同写法，觉得有必要把脑子
再洗一遍而买的。可惜民国以后那段被阉割了。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值得推荐，没有那么多的主义与
条条框框，读来轻松愉快。除了太平天国外，对万历年间出兵朝鲜、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总统之争等都
有了新的认识。
16、很好的中国史启蒙书
17、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608
18、文字浅白不失古韵，讲解深入浅出，重要的是挑选的很精辟，篇幅有限，历史不能一一讲述，但
每个朝代重要的事件或者变化都有介绍到，侧重历史变迁进程，适合科普入门看。
19、2015年百书斩115弹。
20、流水账般的书中 被大书特书的人和事一笔就带过 有种强烈的物我不能一瞬之感。很欣赏寥寥数笔
的作者的洞见 以及几乎无冗余的行文。原来聂隐娘里面的男主是真人啊
21、其实不适合做启蒙，到民国时期以前可以完全可以用9年义务教育的课本
22、简明扼要，值得一读；满清历史最让人窝火，前期有汉奸，后期丧权辱国；纵观过去至现在，人
民被剥削最严重的是现在，彻底的无产者
23、独具一格，但由于是第一版，错别字较多
24、觉得比当年历史课上读到的教科书水平都要高一些，来龙去脉够连贯，少了很多疑问多了不少常
识。
25、入门级教材，完全可以取代现在中学的古代史课本（区别是此书不那么强调什么封建主义制度、
农民阶级局限性之类的大概念）。缺点一是很多错别字和排版错误，二是一张地图都没有，完全靠脑
补和自己查找，很多知识点折损大半。。
26、有几个缺点，第一，没有朝代世系表；第二，殷周之际，两汉之际，唐宋之际，为中国史三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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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重要的节点，笔端未及；第三，讲王安石变法，遵任公观点，扬善不论恶⋯⋯不过，就是这样，也甩
了翦伯赞郭沫若什么的好几条街啊。另外，几处用词，颇有神韵。
27、当属历史初学者的第一品书。
28、不能算是大作，比不上钱老的通史，中规中矩，青少年入门读物。
29、开明二字，含义真好
30、荒远的年代是不可捉摸的，于是有了天皇、地皇、人皇等各占若干万年的传说来弥此缺陷。居处
和火食的发明，本是初民一大进化，有巢、燧人二氏的传说大概即从此起。
31、简明扼要，嗯，对。
32、正在读，好看，大概可以用“深入浅出”来形容。
33、好书。果然老爷子写的就是不一般。很喜欢 坚持读
34、没想的那么好，所谓，开明。。。
35、篇幅所限，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只能走马观花泛泛而论，常常陷入“某年某月某人做某事”的流水
账中，失去了历史的丰腴饱满之美。好处是鸦片战争之前的章节持论公允，亦有创见，且无一字无来
处，望而便知是大家之作。岳麓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受此书影响甚深。
36、然而感觉说不出来的怪怪的？
37、立论公允，见解独到。大量的引经据典。
38、当下请尊重历史
39、对于开明的寻找从此下手去观察，很好~当年就是因为有这些编者，开明才有其真正意义~
40、大概扫了一下，文字很精炼，深入浅出，对于想笼统了解历史的，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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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精彩书评

1、读中国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张荫麟先
生的《中国史纲》、翦伯赞先生《中国史纲》、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凡此五部均属通史类
著作，时间空间跨度巨大，从浩繁的史料中勾陈提取，虽无法面面俱到但是能帮助读者建立一个宏观
的历史观。通史类著作不仅对作者的要求极高，读者自身的历史底蕴和见识也必不可少。所以在浮躁
的当下，很难让人沉下一颗心来读史。于是我们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要读史。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
大纲》序言中讲到：“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只是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
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
意。”带着温情和敬意，新星出版社推出了这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相信大家对开明书店并不陌
生，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叶圣陶的《开明国语课本》等影响深远的著
作均由开明书店出版。而新星这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根据1934年初版重印，书签中原版封面上印
着：“开明函授学校出版”。本书共计31万字，从上古史到清代历史结束，共七十讲。原书还有民国
成立到1931年间的章节，由于大家都懂的原因没有收录。两位作者王伯祥, 宋云彬均是现代著名文史学
家，都曾参与《四库全书总目》、《二十四史》这样重量级史料的点校与整理。本书秉持“发乎人文
，忠于历史”的观点，在区区三十万字中脉络清晰，简明扼要地呈现了整个中国历史，由繁入简，而
又在必要的细微之处不吝笔墨，让史实生动有趣跃然纸上，读罢让人受益匪浅。同时书中由新星出版
社添加了必要的插图、表格、文字拓片、文物照片等帮助读者更加直观结合文字更加深入的理解题中
之义。说回书中观点，普通读者接触最多的就是人教版的《历史》课本，但是钦定历史我们不好做过
多评论，伟光正的历史没有那么多的血肉，同时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它无助于我们形成更加完善和
相对科学史观。而《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作为历史的讲义，治学严谨，立论公允，许多地方发人深省
又颠覆一般人的认知。譬如第十六讲《汉室的再建》中提到王莽，我们在人教版《历史》中只得到王
莽篡权和王莽新政两个模糊的概念，而在《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中，王莽变为有血有肉的人，书中提
到：“王莽夺取汉朝，大半是为要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当时社会平度不均加剧，地主豪商与诸侯王
勾结兼并农田，榨取农民的劳力。王莽新政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土地收归国有，实际上是抑制
了土地兼并缓解了对农民的压迫和榨取。然而这就触碰了地主阶级的核心利益加之推行新政不力，导
致改革失败政权覆灭。但是这样一个窃国者人人得而诛之的形象在两位作者的笔下成了悲剧的英雄形
象。胡适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
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又如在人教版《历史
》中我们只知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在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中，第十三讲《黄老子治
与儒家独尊》中为我们梳理了汉初黄老之术的盛行，文景之治时“扫除烦苛，与民休息”不能不说是
黄老之治的成绩。再如人教版《历史》中，太平天国运动被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开端。而在《开明中
国历史讲义》第六十讲《太平天国的革命与捻回的响应》中，两位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没有一
定的主义，几个领袖的结合全靠感情”，太平天国的革命简直就是“名教之奇变”。由是观之，《开
明中国历史讲义》确实是发乎人文，忠于历史。为读者梳理了历史的脉络，搭建起人文历史的框架，
同时抹去了苍白的人名还原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真正做到了有趣有料。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
读大部头的通史，这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确实是国史入门的佳选。七十讲有理有据，有宏观的认
知又有工于细节的描写，让你不会枯燥又发人深省。感谢新星出版社在做好推理畅销品类图书的同时
，一直在人文历史品类做出的大量工作与努力，使这么多珍贵的民国书籍得以重现于世。让我们能够
带着温情和敬意去重读我们的历史，从这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开始。
2、这是一本80年前就可谓风靡当时文化界巨著，两位开明的老历史人编写的发乎人文，忠于历史的好
书。并且以讲义的形式书写，给读者一个良好的吸收历史文化的源头。书不受      当时政治倾向和主流
意识形态影响，摒弃假大空的说教和预设结论，对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立论公允，识见独到。另外，
原本无图，编者增补了不少图片，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具有开放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是那个时代
的特色，八十年前的历史教科书重现人间，勾起的不仅是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更是人们对历史回
归本真的一种期待。这或许是重版《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的某种意义。 我们现在去阅读，去了解，那
个时代的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就加深了我们对国史了解，而不是局限于曾经的课本，局限于现代人
的闲聊话语。有新见解，有对比。而且书籍就以讲义形式书写，也是一个很好，很新颖的方式，不是
那些章回体小说，学习阅读吸收知识就更加容易，给人一个通俗易懂的学习途径。PS:　写得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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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到的可以点评，修改。谢谢！如有转载经授权后方可，请豆邮联系笔者或联系邮箱guangyujia@qq.com
3、“民国热”兴起有一段时间了。谈到“民国”二字，似乎会不自然生出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情
愫。官方不温不火的态度和民间有意无意的追溯，估计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这一话题并行的双
轨。前几年，民国国文课本的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毋庸讳言，现实的追捧折射出对当下国文教材人文
精神缺如的不满。“童趣”、“生活”、“自然”、“独立”是那时国文课本所彰显的气质。现在的
课本有些篇目虽然也涉及以上主题，但也掺杂了很多东西，比如我至今搞不清楚那根扁担的归属，到
底是朱德的扁担还是林彪的扁担。新星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开明中国历史讲义》即是根据1934年开明
书局出版的历史教材重新编校的。从第一讲“传说中的古史”起至第七十讲“清代的学术”止，30余
万字把中国古代史高明裁剪。因此，本书宜做中国古代史入门书籍，很适合现在的初中生做教材之外
的补充阅读之用。其次，本书史料经得起推敲，立论公允，有利于培养“论从史出”的史学思维。我
觉得最值得推崇的，却是全书浅近的文言，典雅蕴藉。雅驯的语言离我们越来越远，传统文化的传承
就越来越有支离破碎的危险。编辑还用心地配以插图和段落小标，插图解乏，小标使得全书的架构更
为清晰，全书排版舒朗有序，看起来舒心。当然，书中宣传中提到的本书摒弃“假大空”说教云云，
说是本书的优势有些牵强了，即便是现在的教材，对中国古代史的叙事，恐怕也犯不上“假大空”吧
。倘这是本近现代史书籍，如此说来，才是大大的优势。本书自“中华民国”至“九一八事变”部分
没能收入，甚是遗憾。我所期待的另一种开明就是，能够允许出版者的自由度再大一些，几十年前能
在纸面上出现的文字，为什么要抹去？
4、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出版了许多优秀课本和讲义，广受欢迎，风靡一时,如叶圣陶先生
主编的《开明国语课本》于1932年初版后竟重印40余版次。当时的开明书店群星璀璨，拥有叶圣陶、
夏丏尊、丰子恺、林语堂、朱自清、吕叔湘、顾均正、唐锡光、赵景深、王伯祥、宋云彬、金仲华、
贾祖璋、周予同、郭绍虞、王统照、陈乃乾、周振甫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教育家和编辑，“皆为
一时之选”，他们学养深厚，功底扎实，编出的课本和讲义充满人文关怀，既注重知识的普及，又针
对不同的读者采取不同的编纂方式，表述准确，评价客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这种高品质让开明
的课本和讲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袖群伦，称雄多年。《开明中国历史讲义》，是开明众多课本和
讲义的重要一种，由文史研究大家王伯祥和宋云彬先生合编，两位先生都是老开明人，是当时与叶圣
陶、夏丏尊、丰子恺等先生一起编辑课本和讲义的骨干。本书初版于1934年。但80年来芳踪难觅。编
者有幸搜寻到初版本，并把消息告知王伯祥之子王湜华先生和宋云彬之孙宋京其先生，两位先生目前
正整理先人著作和日记，对此大感惊奇。王湜华先生说，父亲生前没有提到过这本书，他自己甚至都
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这本书确实算得上一个重大的发现。《开明中国历史讲义》共分七十八讲，从
三皇五帝讲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具有以下特点：一、在宏观方面，化繁就简，由博而约，层次分明，
脉络清晰，让一部中华史了然于胸。中华历史五千年，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即使煌煌二十四史亦不
足以详尽其细（描写其万一），何况短短几十万字！没有深厚的学养，广博的历史知识，对历史资料
的高明裁剪，显然难以做到。但这部书做到了。二、虽然在宏观方面写意勾勒，却在细节方面采用工
笔手法，不吝笔墨，由简而繁，历史的鳞爪纤毫毕现，读来情节丰满，有料有趣。三、本书引用史料
虽多，但都标明出处；论点平实公允，纯从史实推出。这本是史家著书常识，但将本书置于坊间，竟
成特点，体现时代的差异，亦见民国学者著述之认真严谨。四、文字虽称白话，但杂以浅近文言，典
雅而蕴籍，殊可回味。五、全书不受当时政治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摒弃假大空的说教和预设结
论，发乎人文，忠于历史，对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立论公允，识见独到。此次重版根据１９３４年初
版排印，编者尽量保持原书的原汁原味，对于一些民国的习惯用法都予以保留。为了阅读方便，也做
了一些调整：将原本的两册合为一册；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将附于每讲末尾的延伸阅读调整至文内相
应位置；对明显的错讹进行了订正；删除了一些与现在地名不对应的地名注释；因某些原因本书未收
录中华民国成立到“九一八”事变这部分内容。另外，原本无图，编者增补了不少图片。开放的精神
和独立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八十年前的历史教科书重现人间，勾起的不仅是人们对那个年代
的回忆，更是人们对历史回归本真的一种期待。这或许是重版《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的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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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37页

        儒与墨混，故墨家不能独立。至于尊天明鬼，本是中国的原始宗教的一部分，西汉的儒教与汉以
后的道教都是这种宗教的代表。所以墨教虽绝，其实质至今还存在着。

2、《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116页

        从西晋末年一直到南北朝，这三百年间，纷乱到了极点。但就文化方面说 却是中国史上很重要的
时期：因为经过这一个时期，异族同化于汉族者愈多，中国文化的领域愈大，同时又吸收了不少间接
输入的外来文化。文化并不是高深玄妙的东西，具体的表现便是生活的享受。明白点说，由社会的生
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生活方式，便是文化。

3、《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275页

        江南田赋之重⋯⋯盖其害实起于宋朝的官田

4、《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147页

        （唐）当时的朋党 所争的是意气，所急的是功名，所以底下一班人专趋势利，势尽则离，利尽则
散。士大夫没有政治的节操，朝政自然更没有清明的希望了。
188历代的党争，像汉朝的钩党，是士大夫与宦官之争。唐朝的牛李党 ，或者可以说是小人与君子之
争。独有宋朝的党争，性质却很复杂。
258监生陆万龄，甚至上疏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子，熹宗也居然听从。皇帝的昏庸，士流的无耻，竟到了
这种地步，政治那里还有清明的希望。

5、《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188页

        到了元祐年间，旧党执政，新法虽罢，而士大夫意气的争执，却已欲罢不能。于是由新旧党的互
相攻讦一变而为旧党的自相倾轧，再变而为新旧党的循环报复，三变而为小人借新党之名以专权祸国
。这样看来，王安石并没有以新法害天下，倒是元祐诸臣的结党倾轧，却该负一部分的祸国之罪了。
观点不能更赞。

6、《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72页

        （光武帝）一方面更利用纬书以加重儒家“分尊卑，别上下”的教义，（这三纲在五经里没有明
文）更利用儒家的伦理观念，表章气节，以养成士大夫的阶级意识。

7、《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30页

        前不久读吕诚之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从三代征税之法言其政治形态，深服其论。其句
云：“这一个部落，征服那一个部落，起初是用勒令进贡的方法，去剥削他的。至于被征服部落内部
的情形，则丝毫不管。中国从黄族征服了炎族以后，直到夏禹之世，于被征服者，还有这种情形。所
以夏后氏对于农民所收的租税称为贡，和这一国献给那一国的礼物，名称相同。其方法，则系按几年
收获的平均额，向他征取。至于丰年可以多取而不取，以致谷物不免浪费；凶年不能足额而强要足额
，以致人民受累；他是丝毫不管的。可见这时，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还没有融合。到殷周时代，情
形就不同了。殷代收税之法名为助，是强制人民代耕公田的。周代收税的法子名为彻，是田亩不分公
私，而国家按其所入，取其十分之一。可见这时候，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已合并成一个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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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所说与此不同。其言夏代“每家授田地五十亩，使各家抽其五亩所得的，纳于朝廷，叫做
‘贡法’”。如此解释“贡”，并无说服力。“至周则分别推行，其近于京城人烟稠密的所在，用夏
贡法，其远于京城人烟稀少的所在，用殷助法。因为二者通用，所以叫‘彻法’。”其对“彻”的解
释，又与诚之先生不同。待考。

8、《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301页

        叶名琛⋯⋯自署海上苏武

9、《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265页

        （利玛窦死，反天主教）当时反对派所持的理由 大概是（一）指天主教的教主是胡人，并且是有
罪而被官府杀死的囚徒，不应该崇拜他。（二）⋯⋯违反《大明律》“私家不准告天”的禁条。（三
）⋯⋯又与《大明律》“不准私习天文”的禁条相抵触⋯⋯

10、《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15页

        那时不但君位世及，百官庶职也多世守其业，所以报本敬族的观念为一般人所同具。于是尊尚人
鬼，一切卜听于祖了。

11、《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17页

        桀纣同恶，比附装点

12、《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4页

        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一般的进化情形，大都先为狩猎时代，次为畜牧时代，再进则为耕稼时代。

13、《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的笔记-第37页

        第八讲言诸子，讲诸家学说在后世多少有点余波，只有墨家湮没无闻。“统一⋯⋯非攻已不成问
题，而兼爱则渐渐成了儒家的学说⋯⋯儒与墨混，故墨家不能独立。至于尊天明鬼，本是中国原始宗
教的一部分⋯⋯”所说倒也有几分道理，但对墨家衰微的解释，任继愈的论述似乎更好，其在《墨子
与墨家》篇末云：“秦汉完成全国统一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和经济上的极端分散
⋯⋯比起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手工业没有显著的发展，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几种在采矿、冶炼、纺织
、陶瓷以及茶、盐等业，这些行业大都受到国家的直接管制，由政府统一经营。集中生产的产业，政
府尽量使用奴隶、罪犯劳动，他们不是自由手工业者，只有劳动的义务，没有政治发言权。农民小私
有者的发言权寄托在道家。”要之，墨家学派，多为小手工业者，手工业衰微，墨家也随之衰微，实
情理中事。墨家在汉以后近乎绝迹，经典置于《道藏》之中，直到清末，才再次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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