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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

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古代史的概述，起自史前时期迄至清代，内容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史模式，而是展现中
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以此作为国史主线，演绎出新意。结构不同于以往的章节目三层框架，
而是分设专题，推陈出新，删繁就简，突出重点，绝非以往多卷本通史的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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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生。籍贯辽宁沈阳，出生地浙江湖州。1957年由浙江杭高（杭州一中）考入复旦大学
历史系，1962年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
学博士后流动站指导委员会委员。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尤以江南市镇研究蜚
声史坛。

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
》（1994年）、《崇帧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五
十余篇，其中发表于日本四篇、韩国一篇。现正从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晚明史
（1573―1644年）》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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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

精彩短评

1、思路算清晰，引用观点有一定角度
2、不好买
3、作为史书来说，前后连贯，逻辑通顺，言必有证，挺好了
4、简单、明了、易读
5、。。。国史概要。。。
6、oh  樊爷爷⋯⋯
7、扫盲啊扫盲
8、全面的描述了中国历史，其中的一些观念比较创新。
9、读的是第一版当时。
10、大学时的教材，教书时的参考书。深入浅出型，很好读。
11、这本书没有北大张帆教授的《中国古代简史》写的扎实、透彻。比如说对西周开创的宗法制度，
张教授不但具体解释了大宗小宗的差别，还对宗法制度的流变做了一些提示性论述，国史概要则一带
而过。
但国史概要中提到的一些当时的新书，新观点，视野比较宽。
12、我猜老师不用这本作为教材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本相对更具故事性 而张帆先生的「中国古代简史」
引用和史实更多 也就是更难读
13、终于看完了 = =
14、　　    这本书属于普及性质的，适合高中历史水平。基本属于灌输讲述式，没有研究，没有论述
。所以是一本历史爱好者读物还不错，没有突出的好的地方，也没有突出的不足。
　　    比起剑桥中国史那样的鸿篇巨制来说，这本书就是以短小篇幅给人以概览，所以叫做概要。
15、中国古代史的高度浓缩。明明是历史教科书，读来却不乏味。
16、过去一年的苦行,我惊奇地发现了哲学的深邃与有趣,同时也觉察到了历史的魅力与重要,,,,,,,,一套6
卷的世界通史从图书馆借出来后没机会看完,很遗憾,身为中国人,如钱穆形容的那样,对中国历史知识的
匮乏,同样让我愧疚,,,,,,但亡羊补牢,一切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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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遵循道家的教导，人们一派天真烂漫、无欲无求，与自然混融一体，智慧就是不必要的了，
但那也就根本不会有人类的历史，而只有自然史在一种动物身上的延续。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并拥有
了人类的历史（纸上的，和纸下的），有各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之一就是拥有了属于人类的智慧。我
们常说文明是智慧的结晶，且不论这个智慧是劳动人民的还是统治阶级的，是双手的或者大脑的，总
之文明的根源在于智慧，而文明的累积形成历史，是无可质疑了。那么，智慧的根源、历史的起源呢
，又在哪里？如果遵循道家的教导，智慧的产生是因为日益膨胀不可扼制的欲望。欲望，为将人自身
变成人，最终将人之外的一切变成物，一切都成为满足欲望的存在或潜在的对象——这怎么可能？攫
取是唯一的态度和方式。攫取需要讲究技巧、策略，于是便形成了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的合作与妥协
，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说辞，包括生命和爱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人类的生产完全是一种攫取，
攫取外在资源以满足欲望，成就自身；在力所不及时，人们便声称要与自然和他人合作，或者妥协，
克制欲望，以保存自身。总之人与物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的感情，“亲亲仁民爱物”，在圣王不作的时
代，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因此人必将在无休止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天、地、人均已被对象化为物
）中耗尽最后一丝气力，于是人最终不成为人——智慧作废，文明消失，历史终结。历史终结于历史
起源之地，古圣先贤早就识破了这一吊诡局面，于是提出了种种反历史（反智慧/反文明）的观念，孔
孟、老庄、释迦的一切教诲，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此一特征。反历史在于成就永恒。然而，当孔孟的仁
义、老庄的虚无、释迦的空寂等而上之地道出所谓历史与文明的本质，却又等而下之地成为数千年文
明历史中一切阴谋阳谋的资源；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
阳红”的喑呜叱咤和唏嘘感慨在历史的银幕内外久久回荡，拂之不去，我们看到那些并不足称道的权
谋诈术，却成为世人翘首以待的所谓大智慧。治乱兴衰之由，生死存亡之道，固然宏大，终也无聊。
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在哪里？我们作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需要怎样的智慧？我们应当如何
获取和怎样运用这种智慧？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被思考。我从1999年被考入山东师大历史系到如今，
几乎已经没有对历史的任何反思能力了，近日偶又拿起书来读。前些日子我的心智陷入最窘迫之地的
时候，我对历史的两个最大的迷惑，其中之一如今已是流行语了：历史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之二：
司马迁为什么非要写那部《史记》？这两个明显是否定式的疑问句，彻底抹煞了历史在我心目中所有
残存的虚幻的眷恋。看见那些皓首穷经的老学究们卑之无甚高论的等身著作，我真切地为他们感到悲
哀。我只好想不管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至少是个能给一部分人带来稻粱衣食之需甚至不可否认是其
安身立命之地（尊严和信心，地位和名望）的东西。那么人们需要这么一个东西，不然司马迁活得很
没脸面——不然很多牵强附会与捕风捉影也都无从说起。公元前476年，公元前221年，公元494年，公
元626年⋯⋯我从思绪中随手抓出这么几个数字，但我怀疑历史像它们现在看上去那么言之凿凿。可能
因为文不足征，可能因为献（贤）不足征；可能因为古献不足征，可能因为今献不足征。而更重要的
是，这献能征不能征（是不是朱熹所谓“贤”），我也不能确定。我根据朱熹来确定的事，朱熹已经
相去久远了，这献还咋征？朱熹尚兀自在那里东征西征，然而司马迁在那壁厢做什么？我知他年轻的
时候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见了很多老古董听了很多老掉牙的老故事，回来那么捋巴捋巴，编巴编
巴，就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这句话最让我不高兴。子长一手好文章，会讲故事，
我信我服，所以我更怀疑这史书要怎么读？子长当面都敢跟皇帝老子理论理论，既然已经被宫了，就
接着跟那些早已作古的人们理论理论吧，偏偏本传都说好话，夹在别人的传里说坏话，这个跟孔老夫
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一脉相传，由是我知道上国的史书，再编千秋万代，也只能当作文
学作品看；而文字再不好的，那就简直废纸，钻在废纸里大喊自己有学问有智慧的人，那就简直，那
就只不过，是癖儿了，无奈。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这样问，自然是让那些飘渺而毫无信实的记载
与那些枯燥而毫无确论的考据伤着了，所有喜欢读历史的人都让这些学究先生们给伤透了。我不喜欢
戏说，也不希望细说，你就捡那有眉有眼儿的说一段，那没有的，就算了，就算了吧，何妨？丢你天
朝脸面了？伤你民族自尊了？最近某些考古事件，硬生生摆在面前的物事都说不清楚，你说你非要“
说清楚**一段信史”，我叹，含义无限丰富地叹！历史如果不是考据先生、博雅君子的癖好，如果真
是要告诉人们一些不得不、不能不的情不得已，我想一曲“临江仙”六十字足矣，何必《史记》数十
万言！其余更无足论矣。历史如果只是考据先生、博雅君子的癖好，那一句“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
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又比那些寻章摘句、口舌纷争多出多少深长韵味！
然后我想读史到底会让我有虾米智慧？长见识是毋庸置疑的了。如果这就是上国的学问，那我也自可

Page 6



《国史概要》

以说长学问了。那170万年的元谋人，50万年的北京人，那7000年的红陶黑陶，那3000年的方鼎圆鼎，
封邦建国，平戎拓疆，科举取士，三教通玄，天文地理神机妙算，琴棋书画辞赋满江，自不待说。治
水大禹是一条虫，亡商妲己是狐狸精，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武则天是唐太宗的小老婆，杨家将
被潘仁美害得好惨，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我更爱听。我不知道历史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没人确切
知道历史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从我记事起听《杨家将》评书，看《戏说乾隆》电视剧，到我厌世时听
易中天品三国，看当年明月讲明朝那些事儿，我不知道他们比古今诸史家为若何人物。读史到底会让
我有虾米智慧？治世的商鞅、报国的岳飞遭到了死罪，手足相残的唐宗、欺人孤儿寡母的宋祖领略了
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雕都射了，据说D却被咬掉了⋯⋯乱！春秋战国，那个乱；魏晋南北朝
，那个乱；五代十国，那个乱；宋辽夏金元，那个乱；武王伐纣，那个乱；大汉开国，那个乱；武后
登基，那个乱；大明一统，那个乱；陈胜吴广那个乱；百万黄巾那个乱；黄巢那个乱；李闯那个乱⋯
⋯这一部动荡流离、鲜血淋漓的历史，多么诡异！多么混乱！不堪！最不堪的是安史之乱，看那一段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妻恩断、兄弟义绝的变乱，就知道历史虽然不是某人的痔疮引
起的一连串偶然事件叠加，也决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军对垒，是非善恶
分明。我看不到任何必然与一定，只看到欲望，色欲、权欲，以及实现欲望时人性的残酷或者怯懦，
狡诈以及虚伪。且不说清近三百年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禅让的故事和大同的理想，从没有也永不会
出现。小国寡民的设计和世外桃源的幻想，从没有也永不会实现。构木为巢、钻燧取火后，制作舟车
、锻造剑戟始，圣王退隐、群雄逐鹿，青牛出关、泰山崩颓，天子逊位、皇帝登基，歌舞承平、生灵
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历史！龙椅上换了多少姓氏，历史却从没有改变过。王道
或霸道，性善或性恶，老学究徒逞口舌之利，从来就没有发生作用过。饶舌的人指明“汉家制度霸王
道杂之”，而“（性善）不过是假设”，反遭质疑或一顿痛斥，从此只好哑默。上国人，上推两千年
都是农民；上国的城市，下去两千年还是农村。上国的事，很难办；上国的历史，很难读。你如果要
从其中读一些逗趣的段子或者春药的方子，自是不难。如果要从中读出一些人话人事、人心人情来，
固是不易。但还是要读一读啦，读一读得好！然后就可以知道，我们，我们，TMD我们生活在这个世
界上，不需要什么智慧——根本就没有什么智慧可言！“中国的灵魂”、“将来的命运”，不在纸上
写的这些历史里⋯⋯
2、你可以不知道从小学到高中读的历史书到底给你多少错误的信息。至少你可以从这本书浓缩的历
史缩影里看到些正确的，正面的，客观的东西。开始工作，作为社会劳动力之一，会根据所闻、所见
、所感、去重新疑问和思考社会、体制、和抽象到想让人骂脏话的社会生产力是否与客观规律相适应
，为什么换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朝，那么多代，失败和成功在宏观体制上的差别。至少，让你知道嬴
政，达成了统一中国的目标，但是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还有当时的物价如何。至少，让你王莽并非是
历史书里那般，伪善和很烂之人，像某名人评价王莽，如果政治这么做作的话，那么它至少是清明的
。至少，让你知道掘墓其中一项主要的原因是可以从陵墓里发掘的文献填补历史断代或者找出比现今
知道的时代更久远的时代至少，让你知道成吉思汗的疆域扩展到波斯湾用了几代人至少，出现第一个
女权统治者，并非武则天，好书，值得一看，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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