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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先后组织的3万余名专家学者
智慧的结晶，他们以精当简洁的文字，系统概括了中国历史这门学科的全貌。具体内容包括西汉政治
和汉末社会危机、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内徙十六国、周边各民族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
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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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作者简介

田余庆（1924～），历史学家。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等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
史探微》等。戴逸（1926～），历史学家。江苏常熟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
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等。彭明（1924～2008
），历史学家。河南夏邑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
五四运动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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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书籍目录

原始人群和氏族制社会——从远古到公元前21世纪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
会国家的形成，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的逐步出现——夏至秦的统一(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统一、分裂的交替和民族融合——秦至南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秦(统一以后)西汉政
治和汉末社会危机东汉专制体制的加强和外戚宦官擅权两汉社会经济三国西晋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内徙
十六国东晋南朝北朝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域外交往的扩大——隋至元(581-1368年)
隋唐朝的政治和经济周边各民族的发展科学和文化的繁荣五代十国北宋与辽、夏北宋社会、政治与王
安石变法南宋与金南方的社会经济元宋、元科技与学术文化唐、宋、元的域外交往专制统治的延续、
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明清(1368-1911年)明朝的建立及其政治、军事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
义萌芽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和明末农民起义满族兴起清朝入关清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
的加强明清的思想文化明清(1840年前)的对外关系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新
经济、新阶级、新思想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清朝灭亡资产阶级共
和国的创建、变质和演化——中华民国(1912-1949年)中华民国的创建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府的统
治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华民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华民国的结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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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章节摘录

插图：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周王在王畿，诸侯在国中，都可以以亲疏为准，把土地按卿大夫一士的
等级逐次分封。土地上的臣民也随同封授。受封者对封者有相应的义务。这是一种土地分配与宗法相
联系的制度。主要劳动者是庶民。有人认为庶民是半自由的农夫，所以这种制度是典型的封建领主制
；有人认为庶民是奴隶，所以这种制度是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周朝实行的井田制，其性质亦因上述的
见解分歧而无定论。井田制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最早见于《毂梁传·宣
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夏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的井田制因夏而来。道
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井田
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还要交一定贡赋。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
高，井田制瓦解。西周农具种类增多，主要还是用石蚌骨木做成，也出现了一些青铜农具。农产品种
类增加，畜牧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青铜器制作地点比过去广泛，铜器风格逐渐呈现地域特点。铜器
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出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贝和铜块，但常见的还是实物交换，例如用
一匹马和一束丝交换五个奴隶。西周经历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后，逐渐走向衰败。周厉王垄断山泽之
利，又压制国人言论，引起暴动，出现了“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古史有确切
纪年之始。公元前771年，申侯引犬戎攻西周，杀幽王，西周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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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名家学者的智慧结晶，才智之士的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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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精彩短评

1、女儿学文科，应该读点儿课外教材。看是名家写的，就毫不犹豫地买了。
2、之前看过了一本中国上下5000年的通俗本，对比了这本，发现这一本在资料编辑上，以及装帧上我
是十分喜欢的，书不厚，很简短，对我这样私人时间比较重要的读者是十分适合的，不需要引经据典
的探究，只是大概的了解一下。因为工作的变动，这本书我得等新工作岗位的地址定下来以后才能购
买。这书很不错。我个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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