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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史稿》

内容概要

《匈奴史稿》早期的活动，匈奴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心地区，为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
见于记载的匈奴第一个单于，驻头曼城，在汉五原郡稒阳县，其地当今内蒙古包头市境。 战国末叶，
匈奴与东胡并强，常扰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郡，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匈奴与东胡；秦始皇复使蒙
恬统30万众连成万里长城。（见彩图）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废单于推举制度，自立为单
于。从此，匈奴遂由族名，兼为单于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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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史稿》

作者简介

　　陈序经，教授（1903—1967），海南省文昌县人，我国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全盘西化”这
个至今犹在引发激烈争论的口号，就是这位先生率先提出的。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南开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人类学、东南亚古代史等课程，20世纪50
年代初已受聘为一级教授，并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工作。1956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出版有《中国文化的
出路》、《南洋与中国》、《暹罗与中国》、《文化学概观》、《大学教育论文集》等。20世纪50年
代后致力于历史学研究，著有《东南亚古史初论》、《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马来南
海古史初探》、《藏缅古史初评》、《林邑史初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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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史稿》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匈奴史通论
第一章 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国史料
第二章 有关匈奴历史的外国史料
第三章 匈奴人的古物与古迹
第四章 匈奴人本部的地理
第五章 匈奴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章 匈奴人的宗教意识
第七章 匈奴人的语言和政俗
第八章 匈奴种族起源问题
第九章 经匈奴和塞种为代表的游牧文化概观
第十章 两汉对匈奴文化的影响
第二编 匈奴与中国
第十一章 公元前3世纪匈奴与中国的关系
第十二章 冒顿时代匈奴的扩张
第十三章 匈汉相争及其基本对策
第十四章 匈奴开始为汉所败
第十五章 匈奴退居漠北，西汉用兵西域
第十六章 匈汉互用叛臣与降将
第十七章 匈奴内乱之始与四面受敌
第十八章 匈奴五单于争立的动乱时代
第十九章 匈奴初分两部，呼韩邪单于降汉称臣
第二十章 国内稳定，四境相安时期
第二十一章 两汉之间，匈奴复盛
第二十二章 南匈奴附汉，东汉王朝对北匈奴发动攻势
第二十三章 班超定西域，胡汉联军大破北匈奴
第二十四章 作为东汉藩属的南匈奴
第二十五章 中国塞内匈奴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族融合
第二十六章 中国汉化匈人建立的王朝（上）
第二十七章 中国汉化匈人建立的王朝（下）
第三编 匈奴西迁入欧始末
第二十八章 匈奴与西域的历史渊源
第二十九章 匈奴西迁的第二次浪潮——进入中亚，居留悦般时期
第三十章 匈奴入据粟特，进至顿河流域草原
第三十一章 匈奴征服东哥特，逼走西哥特人
第三十二章 匈奴入欧与罗马帝国衰亡的关系
第三十三章 欧洲匈奴帝国的形成
第三十四章 欧洲匈奴帝国的阿提拉时代
第三十五章 欧洲匈奴帝国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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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史稿》

编辑推荐

　　《匈奴史稿》是陈序经教授的遗著，作者自留学德国期间，就留心国外匈奴史的研究进展情况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公务之余抽暇写出计80万字的《匈奴史稿》，60年代初期又对其中第一、二章
作了些补充，未遑对全稿进行整理修订，即不幸病逝。本书以相关版本为底本，参照作者手稿加以校
订，同时尽可能保留原稿的风貌。 　　本书可说是对匈奴历史梳理集大成的著作，对于匈奴的发迹、
强盛以及衰亡，皆能放在世界历史与西欧历史的背景下，高屋建瓴，引用各类文献典籍加以考据，同
时指正一些学者的错误，一一加以驳斥，对匈奴文化的起源、与异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匈奴的历史迁移
都做了尽可能详备的阐述，可以说是匈奴历史研究上的扛鼎之作。本书全面介绍了有关匈奴历史的中
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意识、语言
和政俗、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匈奴族的兴起、强盛、迁移与衰亡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有
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该书出版发行后
，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本书对于整个匈奴研究的整理来说
，是集大成的扛鼎之作。对于学界与历史爱好者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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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史稿》

精彩短评

1、the 1st
2、匈奴的东方部分算是比较清楚了，就是中间的迁徙过程还有待考证。
3、很好的书，学习
4、关于匈奴史的汉语睥睨千古之作
5、我肿么记得标注过的
6、初中读过......尼玛全忘掉了.....读书倒是有啥用...
7、太有才了！太专业了！
8、只找阿提拉读来着~终于把中国的匈奴和西方的匈奴的渊源搞清了
9、看的好艰难
10、读此书,然后识序经所以为序经,过人之处,历历纸上也
11、之前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书中提到了陈序经，这就是他的作品，他做了很有价值的整理
工作，不过中文史料似乎大部分也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内容。
12、陈序经先生遗作，只叹斯人已逝。
13、史料详尽，不愧为扛鼎之作。心静时读来有趣，心烦时读来沉闷。
14、喜欢匈奴的一切⋯⋯
15、半价买的，很喜欢。上帝之鞭，民族大迁徙
16、正经研究匈奴或者北方民族史，这是一本很好地书。但像我这么随便了解了解的，那也就随便找
几篇有兴趣有需要的看看就好。
17、: �
K289/7202
18、光介绍别人书里的东西就半本书，怎么写的。
19、作为一个满蒙后裔，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寻根。
20、本书收集整理了古今中外史料里关于匈奴的所有内容。第一编“通论”的价值最大；第二编匈奴
与中国内容占了2/3，只是贯通史料而已；第三编匈奴与欧洲，内容则太贫乏了（第32章几乎与匈奴无
关）。全书辨析不多，而”大概”和”可能”很多，差不多是关于匈奴史的普及版。
21、同样是抄书，但抄的远不如吕诚之那么深刻，精彩。不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前半部分挺精彩
。关于匈奴的史料梳理，这一部应该是最全面的了吧？
22、一部匈奴史读下来，曾经百蛮之首的北方大国，从冒顿单于的控弦之士三十万到南附中原王朝，
谁让他们碰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呢，牛逼闪闪的皇帝、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张骞，
无一例外的名垂千古呢，还有陈汤和班超这两个巨大的蝴蝶，多少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命运啊。
23、迷案。他们去哪了？
24、考据严谨，了解匈奴必读。
25、学者的著作，读起来太费脑力，不适合非专业人士读。
26、这个专题被约稿了 可是没有时间写啊啊啊啊！！
27、唯一不爽的地方是引用太多古文，对有些汉族人物着笔过多，不够精简，相同的故事重复出现。
我们身体里也流有匈奴的血，华夏大地已经没有一个纯种的汉人。
28、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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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史稿》

精彩书评

1、呵呵，也是从飞机场买的，挺不错，关于匈奴史很全面的一本书，能再添一点地图或者图片就好
多了，晚上躺着看书，然后再起来翻阅地图，很麻烦
2、合上书页，掐指算来在这本《匈奴史稿》花了将近8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虽然不是集中在一天把
它看完的，但也还是感觉有点累眼睛。就《匈奴史稿》的适用范围来讲，这本书适合于那种对中国古
代史了解不多的人。对于那些看中国古代史比较多的人来讲，这本书是非常不适合的，因为这本书顶
多算是一个史料汇编，既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史料。全书的内容其实可以分为两部
分，一是大中华圈内的匈奴，二是大中华圈外的匈奴。而大中华圈内的匈奴这一部分说来说去还是将
班马的著述中的相关材料组合在一起而已。但是全书共548页，大中华圈内的匈奴却占了500多页的篇
幅。全书的的剩下的一个部分就是，大中华圈外的匈奴。这部分只占了小部分的篇幅，顶多有50页而
已。这部分说起来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但是相较于前面的来讲，全书也就这部分可以看看。因为相
较于班马的著作在中国之易得来讲，这部分的材料一般人很少留意到。其实大中华圈外的匈奴这一部
分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考据之类的，也即是说说阿提拉顺带点其他。尽管《匈奴史稿》的作者有着
光鲜的履历，但不是说他的所有的著述就都是好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例子。
3、匈奴历近千年兴衰沉浮，乃至最后消亡的历史，总结下来就一句话：凡是有功劳的最后都要作乱
。人祸遇上天灾就给对手机会，越是败乱越是谁都来欺负，曾经的强盛都成了云烟。这似乎也在说整
个中华民族，但其实不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而是历史上所有民族都难以跳脱的局限性。这是优秀基
因必然要争夺更多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复制自己，结果导致个人利益与群族利益之间的矛盾。人类基因
还没进化到能把握好这个度。前阵子有朋友在饭桌上说明君独裁比民主有效得多，对老百姓也不差。
当时是赞同的，今天觉得民主的主要好处可能不是“民为自己作主”，而是法制导致社会尽量不倚重
某些个人的“天才”，不突出个人功绩。再聪明能干的人，在巨大的社会体系中，只能是滴水之功，
最多不过流星闪过。大众崇拜转瞬即退，注意被别的新秀吸引。让一切天才都“泯然众人”，防止优
秀基因作乱，保障群族稳定。期望明君的人忘了明君能活多久，更重要的是能“明”多久。明君也不
能不依赖其它人才，那些人立功后作乱也未必都能压住。人类有崇拜强者的天性，所以能人必然会作
乱，靠人是靠不住的。也许，文明往系统化发展（法制就是一个典型）是人类超越自身生物局限的一
个出口。
4、陈序经的《匈奴史稿》是我在我娘手术前后读的第二本书，全书549页。每当我捧读的时候，老太
太多少觉得她儿子有点走火入魔。但凡关于西北的人和事，我总是如饥似渴，照单全收。凭心而论，
汉族对周边民族的歧视俨然是一种传统，动辄就说人家是蛮子。匈奴就是受害者的典型代表。奴肯定
是一个不好的名词，而匈也绝无善意。《荀子·天论》中有一句，“君子不为小人匈匈而辍行”。匈
匈就是喧扰骚乱的意思。陈老先生于是认真地调侃道：说不定是因为秦时及汉初，匈奴族常常入侵，
骚扰北边，时人因受害而生厌恶之心，因而用这两个字去命名这个民族。匈奴广义上被认为是塞外的
游牧部落，体貌具有突厥蒙古种群特征。古代的中国北方地势平坦，多草原荒漠，生活在这些地区的
部落人群具有非凡的迁徙能力。一个充满了战争，劫掠，并吞，迁徙，往来及通婚的广袤地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的界限很难划分。匈奴在强盛的时候，东破东胡（后称鲜卑，内蒙古大兴安岭
一带），南并楼烦、河南王地（陕西和陕西北部），西击月氏和西域诸国（武威、张掖和酒泉一带）
，北服丁零和坚昆（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此外，匈奴还控制了新疆和中亚一带。这样一个大帝国
令关内的人们又狠又怕。战国时代，北部边境与匈奴接壤的燕、赵、秦三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拒匈奴
。秦统一天下后，才把各国所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建。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对匈奴始终心存忌惮
，据说他曾预言，亡我者胡。到了汉朝，中央政府才有机会举全国之力与匈奴抗衡，最终瓦解匈奴。
《匈奴史稿》的绝大部分篇幅讲述了匈奴和汉朝的纠葛关系，只是在最后几章简单介绍了匈奴西迁欧
洲的历史事件。东汉末年，匈奴被击溃，史料称其不知去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其实，匈奴
余部再次开始了往欧洲移民的浪潮。欧洲史学家最后得出结论，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匈奴人直接有关。
说起欧洲匈奴帝国，不能不说它的领袖阿提拉，他是当年欧洲和中亚最有威权的帝王。在欧洲人的心
目中，阿提拉是一个残暴的人物，被称为“上帝的鞭子”。阿提拉曾经对罗马人说，他可以随时把罗
马的堡垒和城市从地面上去掉。阿提拉战时可调用50万军队，横扫欧洲。所到之处，寸草不生。阿提
拉毁灭了很多城市，却无意中给欧洲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逃亡的人们在新的地方建立了新城市，
其中包括威尼斯等名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像当年的汉朝君王一样，向阿提拉求和，除了给钱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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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史稿》

还给女人，就差奉上半个帝国了。阿提拉死后，欧洲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关于他的传说。匈牙利史学家
甚至把他当作建国元勋，民间传说很多。足见这位东方匈奴人的后裔对欧洲的影响之大。读罢此书，
我尚有一个疑惑未解。凭借匈奴的纵横江湖，为何仅仅是骚扰而不是越过长城南下占领中原呢？答案
或许只有两个，一是汉朝国力强大，匈奴无完胜把握，不敢过于造次。第二，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不懂耕种。离开了草原大漠，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转自百度：陈序经，1903～1967，海南省人
。1909年随父去新加坡就读，1925年7月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1926年获美伊利诺
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回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4年l1月15日在《广
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国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1938年任昆明西南
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1944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
会晤爱因斯坦。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1956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任广州暨南大学
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2月16日患心肌
梗塞在南开大学逝世。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 
5、七月的风吹过祁连山海图果勒河与纳林河泛起波涛居延海边的母马目光温柔你在草地上追逐粉蝶
一段木简从沙土中走出来你看到那一行模糊的文字————“塞外诸节谷呼韩单于”石头上刻的是谁
的盖世伟业这五百四十九片胡杨树叶是属于谁的散发墨香的记忆马上只有带血的弯刀穹庐里只有酒和
女人干裂的双唇才张开风沙就将练习了整夜的情话吹散从阴山到狼居胥山，从天山到阿尔卑斯山从黄
河到莱茵河，从额济纳河到多瑙河一切马蹄踏过的土地烘烤面包和猪肉的土地收割麦子和羊群的土地
壁炉冷却，活在故事中是谁笨拙的名字径路宝刀划过凄然回望的眼神休屠的胡须在大雪中越来越长是
河南地的麦浪与谷香毋城郭，我的家在何方毋文字，我的歌谣由谁传唱跨上马，跨上马你看那箭似流
星你看那流星划过夜空不留一丝痕迹2015.10.10
6、这本书在机场买的，一方面阅读史书是自己一贯的兴趣，另一方面读史现在大热。没买其他小说
体的书，例如&lt;明朝那些事&gt;等等，就是觉得这些作者把历史给戏说了，用来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可
以，当小说读也可以。但是距离历史，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历史不光是大人物的起居注和逸闻趣事，
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小说体历史应该再加点别的东西，就更全面些了。回到标题上来，这本书名字叫
做《匈奴史稿》，读后发现确实有点草稿性质。资料很多，但是还没有到详细整理融汇贯通的阶段。
资料的来源也偏单薄，没有和后来的考古和文化成果很好的关联起来。这个领域，正在等待大师。
7、正如书的名字《匈奴史稿》，这是一本严谨的著作。大家之著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石破惊天的见
解或发现。追述匈奴的历史，面对浩瀚的中外史籍，仅仅信息的整理和历史事件脉络的梳理便已是一
项巨大而繁琐的工程。本书百分之八十的内容来源于对中国古代典籍里关于匈奴内容的整理，内容很
多，以匈奴发展的时间为脉络，较为清晰，观点也比较客观。该书最后一部分关于匈奴西迁和入侵欧
洲的历史内容比较薄弱，参考的西方文献不够详细，算是本书的不足。特别是关于匈奴西迁的过程，
因语言障碍而缺乏对阿拉伯文献相关内容的整理，然而这正是了解匈奴西迁过程的关键之处，也不能
不说是一个遗憾。所以本书里对匈奴西迁的叙述相当模糊。总的说来本书还是相当不错的，容易阅读
。以书价而言应该是物超所值了。
8、说点儿wikipedia上的吧：陳序經（1903年－1967年），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在社會
學、經濟學、民族學、歷史學等方面都有獨到研究。192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後赴美獲伊利
諾斯大學碩士（1926）、博士（1928），博士論文為《現代主權論》。同年秋天回國。1949年前，曾
在嶺南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任教。1949年後，歷任嶺南大學校長，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山
大學副校長、暨南大學校長、南開大學副校長，並任第一、第二屆廣東省政協委員和第二、第三屆全
國政協委員。1967年因腦溢血逝世。陳序經於1930年代提出「全盤西化」理論，引發巨大反響。他精
通英語、德語、法語和拉丁語。1949年前致力於中西文化的研究。1949年後主要研究邊疆史。生
平1903年9月1日，出生於海南島文昌縣。1912年進海南文昌致遠小學讀一年級。1913年，隨父到新加
坡僑居，就讀於育英小學及華僑中學，成績名列前茅。1919，受其父陳繼美影響，不願接受殖民教育
而回國。1920年，經過自學補習後，考入廣州嶺南中學，連跳兩級，直接進入三年級學習。1922年，
一同等學歷考入上海滬江大學生物系學習。二年級後因不願意加入基督教，而轉入復旦大學學習社會
科學。1925年從復旦大學畢業，同年八月負笈留學美國伊利諾斯大學。1926年後碩士學位，1928年後
博士學位。同年秋天回國。1928到1929年，在嶺南大學短期工作。1929年夏，在新加坡完婚後，攜夫
人赴柏林大學研究政治學、主權論和社會學。1930年至1931年，在德國基爾大學世界經濟學院學習。
學習勤奮。勞累過度，感染肺病吐血，入基爾大學醫院治療了幾個月。1931年下半年，因父親去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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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打斷了他本要去英國和法國的求學計劃。遵循父親遺願，一不從政，二不經商，而全力投入教育
事業。1934年，受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聘請，任研究教授。1938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
。1949年，說服陳寅恪、姜立夫等著名學者留在了大陸。1946年，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兼政治經濟學院
院長及經濟研究所所長。1948年，任嶺南大學校長，是嶺南大學第三位華人校長（第一位是鍾榮光、
第二位是李應林）。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山大學文理科與嶺南大學文理科及其他一些高校
系科合併組成新的中山大學，任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副主任。1954年，院系調整結束後，任中山大學
歷史系教授。每天晚上早睡，凌晨３點多起床讀書或寫作，５點開始在校園內散步。1956年，被任命
為中山大學副校長。1957年，兼任暨南大學籌備委員會會副主任。1963年，任暨南大學校長、校董事
會籌備委員會副主任、校董事會副主席。1964年秋，因為在香港出版東南亞古史，被中共領導人劉少
奇不分青紅皂白怒斥為沒有組織紀律，下令將他調任南開大學副校長。併發狠說「此人以後永遠不能
擔任正職」。「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1967年2月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64歲。紅衛兵說是畏
罪自殺，後解剖屍體。留在中山大學的書籍被當廢品賣掉。著作1949年前 《現代主權論》（1928） 《
中國文化的出路》（1931） 《中國文化的出路》（1934） 《鄉村建設運動平議》（1937） 《暹羅與中
國》（1939） 《順德繅絲工業調查報告》（1939，與呂學海合著） 《疍民的研究》（1946） 《西洋文
化觀》（1947） 《美國文化觀》（1947） 《東方文化觀》（1947） 《中國文化觀》（1947） 《中西文
化觀》（1947） 《南北文化觀》（1947） 《文化學概論》（1948） 《南洋與中國》（1948） 《暹羅與
中國》（1948） 《社會學起源》（1948） 《大學教育論文集》（1949） 《社會學的起源》（1949） 《
越南問題》（1949） 1949年以後 《東南亞古史初論》 《越南史料初輯》 《林邑史初編》 《扶南史初
探》 《猛族諸國考》 《撣泰古史初稿》 《藏緬古國初釋》 《馬來南海古史初述》 《匈奴史稿》 《疍
民研究》 《中西交通史》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9%88%E5%BA%8F%E7%B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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