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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讲国史》

内容概要

◆ 编辑推荐
史学大师诚意开讲，可信：民国史学界长期坐第一把交椅，发掘或培养钱穆、谭其骧、童 书业、杨向
奎、白寿彝等大批史学名家，毛泽东钦定主持二十四史点校，江泽民称赞其著述不得了，李克强总理
为其学说 做新解的史学大师顾颉刚权威撰写，通俗讲述
小说笔法正说历史，有趣：要么三年不说话，要么一鸣惊人的商王武丁，是怎样实现大治的？作为商
朝王室外甥和姑爷的周文王，是怎么一步一步蚕食商朝的？作为庶子的小白，怎么成为了齐桓公？流
亡在外的重耳，怎么逆天改命，成为了晋文公？辽太宗入主中国后，风光得意的同时，又总觉得气闷
，老想返回契丹故土，这是为什么？铁木真家族受过哪些屈辱，又是怎样报仇并一统天下的呢？⋯⋯
◆ 内容简介
上古，在一般人的概念里，那里有各种瑰丽动人的神话与传说，例如盘古开天地、女娲巧补天、伏羲
创八卦、神农尝百草，以及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等。几千年来，这些传说被当成信史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人。接近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夏商周，除了夏启夺位、商汤灭桀、文王伐纣，以及比干剜心、姜尚钓鱼、周公吐哺等君圣臣贤的故
事，还有似是而非的“奴隶社会”的定性外，记忆中似乎再无其他深刻的烙印。这一段几乎长达两千
年的历史，真的仅此而已？
都说春秋乱，刺客多，例如，公元前712年，鲁国大臣羽父派了一个刺客，将鲁隐公刺死；公元前611
年，襄夫人派了一位刺客，将自己的孙子宋昭公刺死；公元前607年，晋国权臣赵盾的族人，将晋灵公
刺死；可是，类似这种弑君场面，为何在春秋时期频频上演？⋯⋯
都说宋朝繁华绝世、武力显赫，可它为何总被异族压制？从杯酒释兵权、机关算尽的赵匡胤，到凭两
千人起事、气吞万里的阿骨打，从一统八部、摧枯拉朽的阿保机，到东征西讨、天下臣服的铁木真，
宋辽夏金元如何轮番征战天下？他们的崛起、壮大与衰落之路有何异同？为何中国各族的争存，会在
这三百年达到一个高潮？⋯⋯
钱穆的伯乐，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白寿彝等史学大师的老师，在民国古史学界长期坐着第一把
交椅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带着满腔诚意轻松开讲，道尽上古传奇真与假，春秋大势分与合，宋蒙征伐烈
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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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讲国史》

作者简介

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学术大师，古史辨学派创始人，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奠基
人。先后在厦门、中山、燕京、北大等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创办朴社、民俗学会、禹贡学会等，主编
《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等。1954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他是钱穆的伯乐，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侯仁之、白寿彝、唐德刚、胡厚宣、王钟翰、徐文珊
、张维华、冯家昇、朱士嘉、郑德坤、王树民、胡道静、程应镠、刘起釪、方诗铭、黄永年等史学名
家共同的老师。
◆他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届人文组院士还有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傅斯年、陈寅恪、陈垣、
梁思成、郭沫若等27人。
◆1954年，毛泽东提议点校《资治通鉴》，钦点他参加“标点《通鉴》小组”，他是总校对。
◆1971年，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他受命主持校点“二十四史”工作。
◆2013年，《新华日报》刊载江泽民赞誉顾颉刚的著述不得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到三皇五帝、
轩辕神农，他把中国的历史怀疑了个遍，勇气可嘉啊！
◆2015年4月8日，李克强总理为他的“古史层累说”做新解：“顾颉刚提出了一个‘古史层累说’，
其实正面理解应当说，每代人都有积累、有发展、有丰富。如果后人累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利于
当代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那我们何乐而不接受呢？”
◆他出身江南第一读书人家，是一位著名藏书家，藏书共计46000余册，其中线装书约600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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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讲国史》

书籍目录

中国古代史述略
上篇 上古
前　记
第一章　中国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
第二章　商周间的神权政治
第三章　德治的创立和德治说的开展
第四章　商王国的始末
第五章　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
第六章　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
第七章　西周的王朝
第八章　渐渐衰亡的周王国
第九章　齐桓公的霸业
第十章　秦与晋的崛起和晋文公的霸业
第十一章　楚庄王的霸业
中篇 春秋
正　编
第一章　三代的略史与周的东迁
第二章　春秋以前的列国世系
第三章　郑国独强时代
第四章　郑的中衰与齐的始强
第五章　所谓“尊王攘夷”事业的背景
第六章　齐桓霸业
第七章　晋秦的崛起与其争衡
第八章　楚宋争衡与周室内乱
第九章　城濮之战与晋文霸业
第十章　秦晋的冲突与晋襄继霸
第十一章　晋的中衰
第十二章　楚的强盛与狄的衰亡
第十三章　晋楚第一次和平盟约的订立与撕破
第十四章　晋的内乱与悼公复霸
第十五章　晋楚第二次和平盟约的订成
第十六章　中原和平时期中各国内政的变迁
第十七章　社会组织的变动与学者阶级的出现
第十八章　北方政局的终结
第十九章　南方的混战与吴的衰亡
第二十章　结论
附　编
第一章　春秋时的农民生活与商工业
第二章　封建社会的组织与其动摇
第三章　男女关系与婚姻习惯
第四章　世族与世官制度
第五章　地方制度与城邑建筑及人口
第六章　军　制
第七章　爵位与官制
第八章　教育与刑法
第九章　宗教与学术
第十章　礼俗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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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宋蒙
第一章　宋代的统一
第二章　契丹势力的南渐（上）
第三章　契丹势力的南渐（中）
第四章　契丹势力的南渐（下）
第五章　西夏的始末
第六章　女真的勃兴（上）
第七章　女真的勃兴（下）
第八章　蒙古的立国（上）
第九章　蒙古的立国（下）
第十章　蒙古领土的扩张（一）
第十一章　蒙古领土的扩张（二）
第十二章　蒙古领土的扩张（三）
附录
一　中国民族史概要
二　略谈中国古代社会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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