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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年表》(柏杨版)以表格形式，逐年记录，上自开天辟地，下至中华民国成立，数千年间的
重要事件与人物，都一应网罗其中。虽是表格，读来却绝不枯燥，更有言简意赅之感。无论是叙述事
件或臧否人物，都不动声色，而读者又自可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鲜明的爱憎褒贬之情。
本书既可作为休闲读物，饭后睡前随意翻阅，也可当作一部中国历史的速查手册，一册在手，轻松通
览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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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作者简介

　　柏杨，台湾著名作家、学者，在全世界华语读者中拥有广泛影响力。其史学代表作有《中国人史
纲》、《柏杨曰》、《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年表》等。　　柏杨的史学作品，亲切、生动
，以人性为本，崇尚自由，激情与理性兼存，思想与文字并美，历来深受读者们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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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书籍目录

纪元前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信史时代　前9世纪（—周—）　前8世纪（—周·春秋时代始—
）　前7世纪（—春秋时代—）　前6世纪（—春秋时代—）　前5世纪（—春秋时代终·战国时代始—
）　前4世纪（—战国时代—）　前3世纪（—战国时代终·秦·西楚—西汉—）　前2世纪（—西汉—
）　前1世纪（—西汉—）纪元后1世纪（—西汉·新·玄汉·东汉—）2世纪（—东汉—）3世纪（—
东汉·三国时代·西晋—）4世纪（—西晋·五胡乱华十九国—东晋—）5世纪（—东晋—五胡乱华十
九国—南北朝—）6世纪（—南北朝·隋—）7世纪（—隋·唐·南周—）8世纪（—南周·唐—）9世
纪（—唐—）10世纪（—唐·五代十一国·宋—辽—）11世纪（—宋—辽—西夏—）12世纪（—宋—
辽·金—西夏—）13世纪（—宋—金—西夏·蒙古—）14世纪（—元·明—）15世纪（—明—）16世
纪（—明—）17世纪（—明·清—）18世纪（—清—）19世纪（—清—）20世纪（—清·中华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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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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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柏杨先生十年炼狱之作，中国大陆首次出版，五千年风云大事历历在目。　　柏杨著《中国历史
年表》，按年纪事，脉络清晰，事件分明，并有司马迁《史记》之风，臧否人物于不动声色之中。　
　通晓历史来龙去脉，探索中国前因后果。　　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类发明了文字，能
够把自己的生活记载下来，成为历史。后代的人可以凭借这些记载，寻觅自己的归属，作生存的依据
。　　有了历史的记载，我们短短的人生一世，才不致是一场没有背景、没有剧本，不知前因后果的
荒唐的独幕剧。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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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编辑推荐

柏杨先生十年炼狱之作，中国大陆首次出版。五千年风云大事历历在目。柏杨著《中国历史年表》(柏
杨版)，按年纪事，脉络清晰，事件分明，并有司马迁《史记》之风，臧否人物于不动声色之中。通晓
历史来龙去脉，探索中国的前因后果。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类发明了文字，能够把自己
的生活记载下来，成为历史。后代的人可以凭借这些记载，寻觅自己的归属，作生存的依据。有了历
史的记载，我们短短的人生一世，才不致是一场没有背景、没有剧本，不知前因后果的荒唐的独幕剧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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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精彩短评

1、就当词典用了
2、但是少了东西啊少了东西=。=不要瞎删好不好⋯⋯河蟹过头真没爱= =
3、柏杨大师就是有高度
4、本书按照年表形式，把中国历史脉络简单清晰描述一遍，是读史的很好辅助书，尤其是对每朝每
代各个年号和公元纪年不好分的人群，更是必备之书
5、恐怕一些读者会看不懂，里面有些外语翻译成中文名时，与我们常见的不同。语言简洁明了，作
一本参考书还行
6、不错的工具书
7、好书，值得收藏，世界史部分太少了，再多点就好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柏杨版资治通鉴
》和这本《中国历史年表》和他的杂文都是好书。
8、不过也有类似雍正夺嫡、吕四娘行刺这样不经的记载。柏先生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好象不应该，
其实联系他的政治态度来看，又有其必然性。中国知识分子过于执着于“入世”，作品的学术价值就
受影响。20世纪中后期的几代学人，多少都存在这个问题。当然了，书称得上巨著，海南出版社这样
的，能把厚厚一本年表校对得象个样子，也算难得——虽然也有“广亲王奕劻”这样明显的错误，但
“手民之误”嘛，难免的。勉勉强强，给个四星级，鼓励一下。
9、国外的也有。好像拉美西斯和我也有交集一样
10、中国历史年表（柏杨版）
11、年代好详细，当字典用可以！
12、柏杨先生的史观独特，使我们长期在国内的史学者颇受启发，比较我们国内的史家的作品总是对
历史遮遮掩掩的读来总是感觉不舒服。
13、很厚
14、用表格表示每一年都列出来，清晰明了，适合做工具书查阅
15、想不到，这种年表的方式可以横向看，另外大量的留白可以自己填写，有DIY的乐趣
16、帮朋友买的，书还不错，但有个小缺点，就是查找东西不太方便，因为他是按时间顺序记录事件
的，当你不知道年份时，查找起来就不太方便了。
17、对比着东周列国志看有助于了解
18、当工具书看的，读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发觉三国部分有点问题，拿这本史纲对照，才发觉吕先
生的有误，本以为这是本工具书没啥用处，看来还是有用处的。
19、就是书装订的不整齐，翻书时有凹凸感~
20、2012年，安居房
21、对于像我这样对历史知识懂得不是太多的人来说是一本不错的工具书。
22、我比较喜欢柏杨，买本放着有空再看，质量不错，价格我能接受。
23、这个应该看一看的，有意思
24、比如20世纪这一章：●共產黨內鬥慘烈，迄無寧日，「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化大革
命」等，名目繁多，摧毀人權則一。●二十世紀末，歐洲各國共產政權紛告瓦解，台灣海峽兩岸的兩
個中國，開始和平交流，因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的不同，又各以正統自居，紛爭仍不能息。以上这两
端简体字版里被删了。
25、这本书值得肯定的是其实用性。传统年表只提供了年代和年号的对照，这部书列出了中国历史当
年的大事，就不需要自己去翻书查对了。另外还有一栏是世界史的参照，虽然实际上中国史与世界史
没有什么可比性，但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知识。不过柏杨的文字功力不行。勒口的介绍说其文字如何
如何，似乎大有传统史家笔法，其实柏杨的笔力完全达不到这个水平，有些地方读来不能说不通顺，
但简炼蕴藉的春秋笔法是谈不上的。不太确定其准确程度如何，就我所用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发现什
么错误。如果没有太多致命的硬伤，是值得买一部放在手边常常翻阅的。
26、必备啊
27、非常優秀的歷史工具書
28、工具书
29、写出来可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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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30、以吕思勉先生之语，后人小学工夫愈差，表的作用愈强。
31、随手翻阅，古今驰骋，中外对比，颇为有趣。
32、喜欢柏杨的作品。
33、好厚啊，看了整整高三一年
34、优秀工具书，可惜缺少现代部分。
35、内容还行，就是不太适合中小学生
36、柏杨先生十年之作。痴迷于中国历史的我也曾在软抄本上一行一行一朝一朝整理历史年代，转眼
快十年了。
37、此书不错!值得购买！
38、工具书,查年份事件时可以用到
39、中西方史对照表不错，但排版不好导致空间浪费严重，若年份、干支、年号排入同一表格中则至
少能节省1/3的厚度。
40、柏老的历史书读不得，读多有害
41、用的不多 很好 直观
42、老爷子很喜欢，看历史一目了然。
43、查询历史的字典
44、买来当工具书用的
45、好书！
46、不错。中国通史嘛！
47、很详细，也很全面，很有用的工具书；但是价格太高了，很难接受；没有相互间的对比，这点不
如方诗铭版的。
48、书买了好些年了，最近在看《大国崛起》，拿出来翻阅对照相同年代中西方都发生了哪些事件，
是本好书，一本好工具书。
49、这本对我来说，不枯燥是假的
50、但不理解为什么柏杨先生总是将居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误作后来的居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尽管
高句丽国的历史国际归属一直存在争议，但二者毕竟是不一样的阿。
51、T T，年表乃读史必备啊

Page 9



《中国历史年表》

精彩书评

1、此书当成闲书来读的话，确定有些枯燥，因全书以表格的形式出现，不过很感谢柏杨老师的十年
磨一剑，能让我一览历代存完,从盘古到中华民国，历朝的建立，时间，地点，人物，都写得较详，是
一本不错的工具书！
2、历史年表主要是查找大事情，柏杨的这本书写的很不错，查找起来很方便，并且和西方的相对应
，很不错，只不过价钱贵了，打折以后还花我55块钱，书为什么这么贵呀？
3、虽然是柏杨先生一家之言但是毕竟对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简单的时间上的梳理虽然通读略
显枯燥但查阅和茶余饭后零碎时间读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比起一般只有年号和公元纪年的历史年表对
于初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来说实用性可能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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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年表》

章节试读

1、《中国历史年表》的笔记-第477页

        “后唐王晏球陷（河北）定州，王都举族自焚死，王晏球擒秃馁送大梁，斩王晏球于市。”王晏
球胜利了，反而被斩于市，实在情理不通，查《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六后唐纪五天成四年，“王
都、秃馁欲突围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开门纳官军，都举族自焚，擒秃馁及契
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为天平节度使，与赵德钧并加兼侍中。秃馁至大梁，斩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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