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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内容概要

《钱穆作品系列:国史新论》作者钱穆“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
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
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专门眼
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钱穆作品系列:国史新论》的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
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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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
。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
、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
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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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书籍目录

自序
再版序
中国社会演变一九五O年
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一九七七年
略论中国社会主义一九八七年三月
中国传统政治一九五O年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一九七四年九月
中国知识分子一九五一年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一九八一年九月
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一九八一年十月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一九七四年九月
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一九七O年
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一九五一年冬
中国历史人物一九六九年八月
中国历史上之名将一九七七年十月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九四一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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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政府在上，社会在下，社会之得与政府相抗衡者，惟赖此一批不治生产事业之士。汉武帝
表章五经，罢黜百家，乃期将此一批不治生产事业之士，由政府供养，收归政府管理。但此下王莽受
禅，则士势力终出政府势力之上。东汉光武中兴，亦一王莽时太学生。一时同学群为辅佐。东汉太学
生乃声势大展，成党锢之狱。魏晋以下，终成门第社会。唐人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
姓家。”此见当年之门第生活，仍犹长留人心。慨叹之余，有不胜其向往惋惜之情。则非堪仅加责备
，亦自有其值得想望之处矣。隋唐以科举取士，门第势力遂告衰落。而“文选熟，秀才足。文选烂，
秀才半”。《文选》一书，乃为士人向政府投进之惟一凭借。 韩愈起，提倡古文，自谓“好古之文，
乃好古之道”。古之道，即指孔、孟儒家之道言。“用则行，舍则藏。”藏道于身，即可不与政府相
合作。至如熟读一部《文选》，则专为应试出仕之用。其时门第势力已全衰，非出仕，又何以为生。
韩愈亦世家子，但早孤，寄养于其兄，兄亦早亡，其嫂有一子，及愈，一家三人。愈之身世孤苦，但
既应举出身，即倡为古文，又倡为师道，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可见当时韩愈所倡之道
，不止为辟佛，又辟当时之仅以《文选》为学而应举谋仕者。但韩愈之道当时终不畅行。及其卒，其
所倡为之古文亦不流行。直至宋代有欧阳修起，乃始再修韩愈之古文。及其得位于朝廷，即以古文取
士。韩、柳古文在欧阳以后，即取《文选》而代之，亦成为当时一利禄之途。则其文虽古，其道又非
古。乃有周濂溪出，以寻孔颜乐处教二程，遂有理学之兴起。 理学兴起，不啻战国时代儒学之复兴，
亦即中国社会士之一流品之复兴。及南宋朱子，编集《论》、《孟》、《学》、《庸》为《四书》，
其重要性乃更超于汉博士所掌之五经而上之。朱熹之以《四书》教，岂不尤胜于韩愈之以古文教？蒙
古入主，元代科举取士，即以朱子《四书》为标准，则《四书》岂不又成为唐代之《文选》？明代王
学兴起，虽亦重《四书》，但以不应试不出仕为主要为士之标准。虽阳明屡有告诫，但其门下如王龙
溪、王心斋之徒，终以不出仕为讲学之主要目标。顾、高东林学派，一反其风，主张为士者亦应出仕
预闻政治。但明代终亦以东林党祸亡国。 明遗民如顾亭林、黄梨洲等，皆终身不仕。亭林言：“有亡
国，有亡天下。亡国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之事，则匹夫有责。”当时明遗民皆以天下为一己大任
所在。此下则又有文字狱起。而当时学术界乃始有汉、宋之分。其实当时之汉学，其反宋，即反抗清
廷之科举仍以朱子《四书》取士。故其反宋学，实即为反政府。故吴、皖书院讲学，其内心精神，皆
为反政府。其风直至清代之末而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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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编辑推荐

《钱穆作品系列:国史新论》先后在港台两地出版，迄今已二十余年矣。但在偶然的情况下检查新旧的
存稿，未编入其他各书，并发现体裁与此编相近，可以加入者，于是重新编目，名字仍以《钱穆作品
系列:国史新论》为名，便再度修订将其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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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精彩短评

1、钱先生的作品，内容有点深奥，需要细细品读，适合稍微专业点的人士。
2、为什么封面上居然还被蓝色圆珠笔划了一道？？？？？？
3、入了钱老的贼船，怕是下不去了。已经准备看他的论语新解了。
4、可与黄仁宇、费孝通、李约瑟、哈耶克一起对比读阅读。很赤机
5、历史从来都是一面镜子，不论是著书的还是读书的。不同体制下的人写的同一朝代的历史，我想
看的是客观的没有偏向的。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体制偏向的历史学家所著的应该是更为客观的，这是
我认为的。
6、终于啃完ORZ
7、钱穆先生的书值得深看，细细看。外包装破了，书有些折。内容不错
8、钱先生的著作较多，目前喜欢读这一本。
9、钱老的书，大学时断断续续读过不少，但不系统，准备找一个月系统读一下
10、大力推荐的一本书，很多观点真的是振聋发聩。本书包括各个不同的章节，归属于不同时期的一
些演讲或者文章，但整体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提出了非常清晰
的思考方法。受益匪浅，而且以后还要再重读的一本书。
11、看到很多推荐这本书的，内容很不错  排版不喜欢，间距大了些 书的封面也不喜欢，看着像旧书
。。。哎，这次买的书为什么排版和封面上都这么让人失望！这本书给五星，完全是因为内容。
12、买来送给同学的，据说很不错哦
13、收藏的。里面有篇中国传统政治推荐大家仔细看
14、钱穆先生基于深厚的史学功底，抛开政治上，史学上的偏见，对中国历史进行清醒的精彩论述。
其中，政治部分可同钱先生另一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相参照阅读。此书可为近代少有的史论著
作。
15、脉络清晰，新论易明，对孙中山推崇备至。
16、新思维新观点
17、很有启发，只是不知道这个版本有没有删节。

18、醍醐灌顶，尤其中国知识分子那篇。很多观点和认识打破了多年的定式思维，虽然凭自己不能评
判出对错，但文章里有理有据，能让人继续去思考。只是钱穆大老师对中国历史理解得很透，但却没
有对民国社会提出什么深刻的洞见。
19、读书讲求求知、出仕和入世，读史讲求借古鉴今。治学的前提是变通，化前车之鉴为經世之用，
纵不能成为一贤人亦要做一豪杰，守住心性，守住耿介。中庸之道讲求一“和”字，殊不知“和”中
有“任”与“清”，外和内介方是孟子之所推崇的。所以，大家不妨做一豪杰，守住心中那最后一脉
儒家文化的真！
20、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只有“封建”两字，“士”人（简单来说即知识分子）给中国社会留下相
当多的精神遗产，他呼吁，现代人不能只仿效西方，一味追求西方的民权、自由，传承古人留下来的
精神遗产，方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了解历史，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状态。
21、真正的学者  看着不枯燥  耐看  但将中国文化抬的有些过高  而认为欧洲文化都是弊端  这一观点有
些不太认可  欧洲文化应该自有欧洲文化的优势  而中国文化也应该有自己的弊端  客观一些更好。
22、理论很新
23、读了钱穆的书，会极大的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24、大师之作、高山仰止！20世纪中国若是选一位真正的大师的话，非钱先生莫属！
25、冲钱穆的名头买的这本书，三联的质量是不错的，没有让我失望，值得一读！
26、客观的分析,可以提高个人学术修养的书~
27、分析的逻辑到位，但总还是断章取义的感觉。
28、钱先生拿一堆历史素材来谈当时的现实问题，明显有些牵强附会，傻得可爱。术业有专攻，即便
是钱穆先生这样的大家，跨界谈学问也会踩着地雷的。
29、总体感觉不错，封面质量稍差
30、老先生对时政、文化、传统的一些个人想法。皆独立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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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31、很好的书，但是某些观点值得商榷。
32、钱穆先生的观点分析事实清楚，往往会着重于细节分析，更不会从大部头的学术名词一以蔽之。
自然结论也就是非常站得住脚的。
33、全是中国专门历史的大题目，社会，政治，教育于考试制度，知识分子和士，文化和历史人物，
这些在上个世纪甚至直到现在仍然被热切的讨论的大问题，从钱先生这样的大家视角来看，有了一些
奇妙的异性。我们接受的相同的前提事实可能得到不一样的结论，得到相同的结论，可能来自于不同
的推论。有些角度或许失之偏颇，但值得敬佩的是，这样一个老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的时间内从未
停止过思考，至少一些地方可以看出钱先生是对西方历史有自己的想法的。假如你试着理解一个在中
国传统被全面否定的时期一个不希望矫枉过正的老人的心情，并把这些演讲当作一篇篇argument来读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本书最漂亮的是123关于社会演进的分段，678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
史状态（你甚至可以把所谓士大夫情怀往钱先生身上套。）最精彩。
34、没得说，好书。与钱老的另外几部一起看：《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史学发微》
35、钱老的文笔敦厚，善用短句，却很达意。三联的书，设计、版面、装帧那是没说的，单手持着看
，很舒服。买了这一本后，又买了这个系列的其他几本，收藏 ！
36、书不错，就是快递太慢，太慢！
37、窄本的，印刷不错，送货很快，还没来及研读！
38、象牙塔不是万能呢...很多可能受用一生的知识还是要靠个人自己慢慢去摸索积累。浩瀚宇宙，学
海无涯。知识永远不会因时过境迁而贬值，习得的，潜移默化的受用终身。中国很大，世界很大，你
很渺小。以生命不断求知的谦逊姿态，豁达直面人生悲欢离合。
39、真的是醍醐灌顶呢
40、古代中国是否总是专职黑暗？信托政府的概念；中国的通财共产；士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
国的世界主义。
41、钱穆，是位与大陆史学家不太一样的大家！看他的书让人能看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且提高一点
文言素养！好！
42、观点未必全认同，不过四两拨千斤之感倒是大师风范啊。
以钱穆之观点，现今东方模仿西方过甚，而治世之道其实藏于东方智慧之中，深以为然。
不过，虽对其中剖析中国政治智慧的观点颇为赞同，但若认为历史种种之流弊，皆不过因人事而非制
度，大概稍有过度褒扬之嫌。倘若制度不能规范人事，何尝称得上好制度？
43、很好，钱穆的确为大家，其著作值得一读
44、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老实得像火腿。直倔倔地杵在那儿，也挺美。
45、中间有50-70年代写的文章很好，很值得一读。其他的文章，尤其是80年代后的文章则有些絮叨。
总之来说还是在读完国史大纲后的一个很好的回忆和补充
46、书的内容相当棒。但是当当网的服务实在是。。收到的书很旧，而且折痕很多。
47、史实罗列清晰可辨，立论极迂腐！
48、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先生的观点读来颇有味道，但这个一家之言，好像也是会随着阅历或其他事情的影响改变。
我以为，无论读谁的观点，都当作拓展视野，不必急于全盘接受，自己的想法也是会变的，还是得慢
慢来
49、对历史学专业学生来说，值得一看，强烈推荐
50、这是钱穆的论文集刊，虽然钱老观点很凸显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总感觉他是个保皇派，觉得中国
封建没啥不好，只是我们使用不当。
51、书的质量很好，肯定是正品，而且发货速度很快，顺便提一下，暨大的亚马逊快递叔叔态度非常
好，每次去拿书都好开心！
52、不知道啥原因，三联这一套钱穆作品系列的书到货时均没有任何包装，封面保护得不好。
53、一直想看到钱穆先生的东西
54、#沐雨斋藏书#很多内容值得深思。现代人需要认真思考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不
过，考虑到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穷，也少许理解传统文化的衰亡了。
55、书不错，印刷一般哦
56、费了很大力气和时间读完的书。全人教育，社会契约论，白头吟，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等等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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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一呈现，也许学习就是这样，读完一本书后，会有很多问题萦绕在心里，然后一一翻阅，解决。
57、历史正着说倒着说顺着说逆着说都是历史，但从中闪耀出独立个体思考的精彩就显得非常难得，
虽然不能全部认同钱穆先生的所有观点，但依然在阅读的过程中有被震慑。做学问者便当如此。
58、书给人的整体感觉还不错，而且纸质很好。。。内容还没看，感觉会不错。。。
59、我朋友在大学学历史的，特别钟爱钱穆的作品，国是新论是三联新出的，所以我就帮她买了一本
60、振聋发聩，读史心中当常怀温情与敬意，同情之理解。
61、包装平整，内容详读中
62、该文是钱穆对于中国的文化的思考集合，通过回顾中国传统的各个方面来反思现代中国的道路。
内容其实也不是全部正确，有些可能牵强偏颇（例如：科举评价，社会主义，君主专制等内容）但是
是一个思考，也是儒学现代化的尝试。作者功力深厚，史料和儒家经典应用随处可见，观点虽多年以
后，仍让人深醒，值得多次阅读。
63、内容自不必说，对于了解文化常识入门读本很好。只就三联近期的一系列名人书系列，有点不妥
，全书均是老先生的讲座文章，重复内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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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精彩书评

1、总觉得这本书是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另外加工与加深，或者说是更多的阐明钱穆老先生，
自己的一些心里话。通书下来，读者会感受到钱老先生，对于国人忙碌打倒自己几千年的信仰，急切
的否定祖先的一切，感到十分的痛心疾首。他说到某些人竟然说什么儒家是吃人的礼教，让他难受莫
名。忽然就想起来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对于党，政府，国家，民族，社会和人类那些看法不断地转变
的过程。而我，只有多读书才明白，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维有多麽的重要。用钱老的书，你可以坚
定对本族的热爱。用欧美的书，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短板。所谓知己知彼真不是说说而已。我们多年的
教育跑偏了厉害，而对于钱老的观点，我亦非全盘接受。还是监听则明吧。书山永远前进。不过，强
烈推荐此书的。因为，我可以用，钱老先生的观点，黄宇仁的观点，顾诚的观点，蒋廷黻的观点，中
共的观点，哈耶克的观点，亚当斯密的观点，卢梭的观点，自己的感觉，再次看《资治通鉴》《史记
》等。很有新味道新感觉。。钱老真的很用心，呕心沥血呢。总觉得一本书是别人半个人生，为何不
看？这样子，你可能活过几个世纪几个世界的感觉。唠叨半天，这本书试讲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
，教育，信仰，精神面貌的书。对本族历史没有兴趣的需要绕道，对于中共宣传的历史深信不疑的请
绕行。
2、钱穆不参与政治，专心搞学术研究，他本人便是中国社会的“士”。他呼吁，现代人不能只仿效
西方，一味追求西方的民权、自由，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只有“封建”两字，“士”人（简单来说
即知识分子）给中国社会留下相当多的精神遗产，传承这些精华，方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了解历
史，我发现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状态。
3、总觉得这本书是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另外加工与加深，或者说是更多的阐明钱穆老先生，
自己的一些心里话。通书下来，读者会感受到钱老先生，对于国人忙碌打倒自己几千年的信仰，急切
的否定祖先的一切，感到十分的痛心疾首。他说到某些人竟然说什么儒家是吃人的礼教，让他难受莫
名。忽然就想起来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对于党，政府，国家，民族，社会和人类那些看法不断地转变
的过程。而我，只有多读书才明白，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维有多麽的重要。用钱老的书，你可以坚
定对本族的热爱。用欧美的书，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短板。所谓知己知彼真不是说说而已。我们多年的
教育跑偏了厉害，而对于钱老的观点，我亦非全盘接受。还是监听则明吧。书山永远前进。不过，强
烈推荐此书的。因为，我可以用，钱老先生的观点，黄宇仁的观点，顾诚的观点，蒋廷黻的观点
，GCD的观点，哈耶克的观点，亚当斯密的观点，卢梭的观点，自己的感觉，再次看《资治通鉴》《
史记》等。很有新味道新感觉。。钱老真的很用心，呕心沥血呢。总觉得一本书是别人半个人生，为
何不看？这样子，你可能活过几个世纪几个世界的感觉。唠叨半天，这本书试讲中国历史的，政治，
文化，教育，信仰，精神面貌的书。对本族历史没有兴趣的需要绕道，对于GCD宣传的历史深信不疑
的请绕行。
4、这是一本开启我历史阅读新阶段的书。刚读此书的前三页，我就意识到应该坚持细读精读，做读
书笔记。果然，读完后对中国历史、精神、文化的认识都上了一个层次。阅读感受与评论可以翻看读
书时做下的笔记，但是对我有两点启发提升最大，不得不说：首先就是以前我读历史的时候，不管是
细节或大脉络，都是当做常识去记忆的，对于历史的评论和分析，也是当做知识去学习的。所以，很
少意识到需要思考，如果遇到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观点，要么选一个说出去感觉最牛逼的，要么综
合一下混混过去了。而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发现我学会思考了。因为文中有自问自答了我很多以前想
混混就过去的历史问题，还提出了很多我甚至都没有想到的问题并做了分析。从读书笔记可以看出来
，开始的时候写读书笔记都是惊叹---哇，写的入木三分；后来渐渐可以结合以前的知识进行补充与印
证；再最后居然可以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精读这样半衰期长的活动果然是有好处的。其次，钱穆先
生贯穿全文的对中华民族的深情打动了我。我是一个有同样强烈民族自豪感，但是有时候不能表达出
来的人。钱穆先生在全书中不断用中西对比来坚定表达中华民族的伟大与他作为这个民族一员的深深
自豪，这让让我有一种得遇知己之情，与之对比，惭愧之极。所以读完后以前的犹豫从理论上和情感
上都消失殆尽，钱穆先生才是我们读书人的榜样。对于我来说，读完这本书，脱胎换骨。对于钱穆先
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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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国史新论》的笔记-中国社会演变（一）

        &lt;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在西洋历史中
古时期有一段所谓Feudalism的时期，Feudalism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封建的
本义是分封建国，与郡县制相对。但是现在所用的含义多是指思想保守、泥古、不开放。所以从本义
来说，周朝之后已不再是封建社会。而西方的Feudalism与中国的封建含义更是不同。西方封建是由统
一政府崩溃而起，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演进。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西方
封建是一个社会形态，而中国封建则是一个政治制度。

2、《国史新论》的笔记-中国历史上之名将

        “文武不分途”，中国吏事、军事皆是人事，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终是以“修身”为
重，中国历史上之名将亦是学者，通人事、通政事、兼通军事，为大家。

3、《国史新论》的笔记-第217页

        孔子儒教，不成为一项宗教，而实赋有极深厚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如耶教、佛教等，其教义
都不牵涉到实际政治，但孔子儒教，则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终极理想，故儒教鼓励人从政。

4、《国史新论》的笔记-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
心。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
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其实均为论政治，却又不为政治而政治，
而是为社会而政治。政治成为了一种理想，成为了人生兴趣。

5、《国史新论》的笔记-第2页

        西方封建由同一政府之崩溃而起，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同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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