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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的一种。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一套面向大众的、可信的、通俗化的中国历史。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和著
名出版家郭志坤联合主编，由12位学者合力奉献，一套12册。
《夏史》自“五帝时代”起，依次讲述了鲧、禹、启以下夏的建立、兴盛到衰亡的过程，接着介绍了
夏代的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礼制文化与民众生活，最后从文献与二里头遗址两个方面论证夏代历史
的真实性。
本书将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结合起来进行叙述，详细介绍了中华文明的礼仪之源。神话传
说虽然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但却残留着上古社会的若隐若现的遗迹，可以从中窥见上古人民真实的
信仰与思想。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思想，不能离开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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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泳，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任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编辑、记者、《当代学生》编辑部主任
。蕴趣于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史研究，著有《空谷幽兰马湘兰》、《你看你看京剧的脸》、《陈端生与
〈再生缘〉》等，并任京剧电视艺术片《凤还巢》编剧。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古史探密散文以及著名文
史大家访谈录百余篇。曾参与编撰“当代学生阅读经典丛书”以及大型辞书《师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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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完了，看得出作者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这种写法若是能上百家讲坛，应该会很吸引人的。
2、曾在围脖上说比讲谈社的好，当时仅仅看了隋唐宋明。翻一下这本夏史，收回那句话。这本真是
把这套书拉低到三星。。。虽说夏朝历史材料少，但也不能当小说和抒情散文写啊。。。我准备卖书
。作者和丛书编委有关系吧。另外还有几本看着不爽。
3、3.25.26，28
254
4、荒謬成這樣，還能入這系列~~
5、这一集的作者是戏剧专业出身，历史记载只言片语，作者给脑补成一个具体场景，具体对白都有
了。对比之前看的西周史，缺乏一点严肃性。而且好些史料语焉不详，有些说法无法自圆其说。神话
年代的历史也不能这么写吧。
6、生动，但毕竟材料有限，一则材料在书中反复提及。
7、几个意思？
8、没有文字的朝代也能记为“断代史”？为亲者讳现象太明显，作者与主编千丝万缕的关系，千万
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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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夏史》的笔记-还行吧

        初读之下，感觉还是写得不错的，只是体例上偏了，有点讲评书的味道。如果让作者上百家讲坛
，估计会有不少粉丝的^_^。其实以鲜活生动的语言形式来讲历史还是值得称道的，西方以类似笔法
来写历史的作品不少，广受好评的也不乏其例。作者的出身其实并不太重要，关键还是要看他（她）
是否认真负责地去写、作品的可读性是否好。

2、《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夏史》的笔记-扉页

        所以说作者是主编的女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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