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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大历史》

前言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
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
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
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
。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
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
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
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
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
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
，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
；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
数十年的作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
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
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
，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
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
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
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
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
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
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  （二）加以解释，  （三）用以说明现
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
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
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着，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
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志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
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
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
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
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见，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
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
。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
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
？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
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
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戟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
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
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
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
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
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
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
通工具而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但他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
，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
，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
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
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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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
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
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被上文化的色采
。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
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
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原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
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自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
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
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
）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
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
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
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
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
，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
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
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
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
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
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
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
。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
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
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
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
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距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
，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已往的社会，似
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已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著一个时期，就
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
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
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
极的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
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
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
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
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
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
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
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
，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藉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
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
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
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
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
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
，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
。典章经制，则为人豫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
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
。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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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    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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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朝大历史》内容简介：汉朝何以成为与西罗马并立的两大帝国？汉朝的大一统局面是如何出现的
？汉哀帝的断袖之癖，汉朝与四夷的战与和汉朝外戚掌权的真实内幕，儒家思想何以成为中国二二千
年的主流思想？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血雨纷争，汉朝五大建国功臣的生死离歌，汉朝的灭亡是源于
内乱还是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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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生于常州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的他，12岁以后在父
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
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
。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中国20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严耕望先生把吕思勉与钱
穆、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史学四大家”。他是我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现代
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派，而是别具一格的一家。
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这本《中国通史》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
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曾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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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新朝的灭亡
第六章  后汉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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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匈奴分裂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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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汉与西南洋交通
  第五节  后汉平西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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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刘备进驻蜀地
  第十节  曹操平关陇汉中
  第十一节  刘备取汉中
  第十二节  孙权取荆州

Page 8



《汉朝大历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论功时以何为第一，正所以风示武臣耳。何虑其倾动关中？盖因何被械系，策士等造作此
说耳。何因何事被系，已不可知，然此语不能造作，此固资侮人者之所轻也。权之所寄，非吕后而谁
哉？留侯招四皓事，固同儿戏，即史所传张辟强说丞相，令吕氏掌南北军，亦不足信。然留侯党于吕
氏，则无疑矣。革易之际，佐命之臣，起于草泽者，多倾危好乱，本为贵族者，则恒乐安定，严天泽
之分，盖其所习使然。平、勃等卒行废弑，而张良扶翼大子，即由于此。武有周吕、建成、舞阳之伦
，文有留侯、叔孙、周昌之辈，以为之辅，然则大子盖本不易动摇，无待于口舌之争矣。不然，高祖
之败彭城，则推堕孝惠、鲁元，见《樊郦滕灌列传》。及军广武，项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高祖则曰：“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
羹。”《项羽本纪》。其忍如此，而岂有所念于吕后之攻苦食啖，叔孙通语，见本传。而不忍背者哉
？高后一崩，惠帝之后无遗种，立如意，岂可一日居乎？高帝之世，异姓王者八国。卢绾之废，乃在
高祖崩年，长沙则始终安存，白马之盟，不知竞在何时？果有其事，史安得绝无记载，而仅出诸王陵
之口乎？平、勃等谓“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大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此实持平之言
。郦寄说吕禄曰：“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此
当时实在情形也。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孝惠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七年，其所名子
，安知欲为变？齐王之起兵也，遗诸侯书曰：“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
。”即绛侯、朱虚诛诸吕后，仍徙济川王王梁，可知谓少帝、梁、淮阳、常山皆非孝惠子，必为临时
造作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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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大历史》

编辑推荐

《汉朝大历史》编辑推荐：享誉中外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鼎力推荐，石破天惊史家新论，全方位解读
大汉帝国崛起真相，《汉朝大历史》是学界公认的涌进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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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大历史》

精彩短评

1、居然是文言的⋯⋯虽然不至于完全看不懂，但是真心好累⋯⋯
2、吕思勉不愧为史学大家，洋洋洒洒给我们勾勒了一幅汉帝国的史图。
3、孩子太小了，这书太深奥了，看不懂、
4、半知半解
5、没拆封，但包装不错
6、书很不错，很值得看。
7、好书，喜欢，只是文言文，不是白话的...
8、我所推荐的汉朝历史部分 乱世出英雄 最喜欢西汉和东汉交替的部分
9、是文言文，看起来费劲啊。
10、大汉王朝的真实历史故事。
11、书不错，跟介绍的一样，送货也很及时。
12、质量可以，内容聱牙诘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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