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史十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秦汉史十讲》

13位ISBN编号：9787101103154

出版时间：2014-9-1

作者：安作璋 主编

页数：2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秦汉史十讲》

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十讲，内容上从秦人起源、秦襄公立国开始 ，到东汉灭亡为止，为读者全面、系统讲述了
秦汉时期的历史。在内容上包括了这一时期内的主要历史情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对外交往情况
、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本书在主编安作璋先生使用50多年的课程讲义基础上，依据史学界新的研
究成果进行增补、修订，其中包含了安先生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力图为读者提供一部权威信
实的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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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作璋，1927年生，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和山东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务。著述30
余部(含二人合著与主编)，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秦汉官制史稿》、《刘邦评传》、多卷本《中国
运河文化史》、《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等书，先后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并荣获“第一次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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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秦国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秦襄公立国与秦穆公称霸
一、秦人来源与襄公立国
二、秦穆公统一关中与称霸西戎
第二节秦国变法与统一六国
一、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二、秦国对外扩张与连横、合纵的斗争
三、秦王政统一六国
第二章统一的秦皇朝
第一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
一、专制主义的最高皇权及中央集权的各级行政组织
二、度量衡、货币、文字的划一
三、巩固集权统治的各项措施
四、重农政策与经济发展
第二节越人、匈奴人和秦朝的关系
一、南方的越人和秦对越人的征服战争
二、秦对匈奴的防御战争与万里长城的修建
第三节秦末农民战争与楚汉之争
一、秦的暴政
二、大泽乡揭竿起义
三、反秦斗争的继续发展与秦朝灭亡
四、楚汉之争与西汉皇朝的建立
第三章西汉初年的经济和政治
第一节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黄老无为政治
二、官私手工业的发展
三、商业的发展和重农抑商政策
第二节汉初政治、经济制度
一、政治制度
二、经济制度
第三节汉朝和匈奴、南越的关系
一、汉初匈奴的强大及其对汉的侵掠
二、赵佗称王南越与汉和南越的通好
第四节皇权和封国的斗争
一、封国势力的强大
二、吴楚七国之乱与封国权力的削弱
第四章西汉的强盛时期
第一节皇权的加强
一、董仲舒的“天人相通”和“春秋大一统”思想
二、独尊儒术与察举制度的创立
三、继续削弱封国势力
四、打击地方豪强和十三部刺史的设置
五、内廷政治的出现和西汉军事力量的加强
第二节汉朝和边疆各族的关系及其与亚洲各国的
经济文化交流
一、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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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朝和西域各国的关系与张骞通西域
三、汉朝和西南各族的关系
四、东瓯、闽越及南越的内属
五、汉朝和朝鲜、日本的关系
第三节武帝支持战争和强化皇权的财政经济措施
一、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二、边疆和西域的屯田
三、水利的开发
第四节武帝后期的社会危机和昭宣中兴
一、社会矛盾的激化
二、农业技术的革新
三、昭宣中兴
第五章西汉后期的社会矛盾与王莽改制
第一节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一、土地兼并的剧烈与政治的腐败
二、农民生活的困苦与各地人民的起义
三、中小地主阶层的政治改良思想
第二节王莽改制
一、王莽代汉
二、王莽改制及其失败
第三节王莽末年的农民战争与东汉的建立
一、赤眉起义
二、绿林起义与新莽政权的颠覆
三、刘秀在河北的活动
四、农民军的相继失败与东汉的建立和统一
第六章东汉前期的经济和政治
第一节东汉初期的政治
一、东汉初期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
二、刘秀加强皇权的措施
第二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二、手工业的发展
三、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
第三节东汉与匈奴、西域和亚洲各国的关系
一、匈奴和西域
二、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与班超通西域
三、东汉时期中外交通
第七章东汉的社会危机
第一节豪强大族的发展
一、东汉的豪强大族
二、豪族地主田庄的情况
三、在豪族地主经济发展中阶级关系的变化
第二节外戚、宦官更迭执政
一、外戚、宦官相继专政
二、东汉士大夫反对宦官的斗争
第三节西羌、乌桓、鲜卑等族的生活及其和东汉
皇朝的关系
一、羌人
二、乌桓和鲜卑

Page 5



《秦汉史十讲》

三、东北各族——貊、扶余、挹娄、高句丽
四、南方各族——槃瓠部、廩君部、板楯部
五、西南各族——滇人、哀牢人、邛都人、莋都人、冉人、白马氐
第四节东汉末年的农民战争
一、东汉中叶以后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
二、黄巾起义和东汉皇朝的瓦解
三、东汉农民战争的特点
第八章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与东汉灭亡
第一节州郡牧守和豪族地主武装的割据
一、州郡牧守权力的膨胀
二、豪族地主武装势力的发展
第二节董卓专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
一、董卓专权
二、关中和山东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
第三节曹操、刘备和孙氏三个集团的兴起
一、曹操的崛起与统一北方
二、刘备起兵与诸葛亮隆中对策
三、孙氏统一江东
第四节赤壁之战与三国局面的形成
一、赤壁之战
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第九章秦汉社会生活与风俗
第一节衣食住行
一、饮食
二、冠服
三、住宅
四、行旅
第二节婚姻和丧葬
一、婚姻
二、丧葬
第三节节日、祭礼与方术
一、节日
二、祭祀
第四节社会风尚
一、敬老养老
二、任侠
三、崇尚气节
第十章秦汉思想文化
第一节经学和教育
一、经学的演变
二、学校教育
三、书籍的整理
第二节哲学和宗教
一、西汉初期的道家思想
二、董仲舒的新儒学
三、谶纬神学的盛行与王充《论衡》
四、政论家崔实、王符、仲长统
五、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创立
第三节史学、文学、文字学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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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二、汉赋、乐府、五言诗
三、扬雄的《方言》和许慎的《说文解字》
四、建筑和艺术
第四节科学和技术
一、数学
二、天文历法
三、化学——炼丹术
四、医学
五、农学和水力的应用
六、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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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又是讲义，又是通史，没有什么新东西，入门可用。
2、一周一本，直到调动
3、秦汉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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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秦皇汉武，千古一帝，霸业安定，虎啸神州。秦汉时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开端，奠定了
华夏春秋，堪称硕果累累。本书从秦国的起源与发展到东汉兴起与衰亡，事无巨细的阐述了悠悠秦汉
四百年的历史。书中前半部分主要谈到秦汉时期经济、政治的发展与没落，后半部分则谈到地方割据
势力的混战和社会生活与风俗的变化，不得不佩服作者对秦汉研究之细致、之全面。从秦人的来源到
秦襄公的立国，再到秦国通过连横与合纵的斗争，灭齐、楚、燕、赵、韩、魏六国，最终实现战国时
代的大统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的统一，单从这点看，秦始皇功不可没，他使人们暂时
免除了大规模的战乱之苦，之后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举国上下生产力的发展，
此当属始皇帝之功；但是四海统一后，受享乐主义和追求长生不老思想的影响以及朝廷宦官当道的蒙
蔽，始皇帝连年暴政，劳役无数，人心开始向背，终于在最后一次东巡回归咸阳的路上病死于沙丘，
奈何宦官赵高矫诏，立秦二世胡亥为帝，胡亥的继位使得摇摇欲坠的秦王朝雪上加霜，最终农民起义
暴发，引起楚汉之争，秦亡，存在近四百年的大汉王朝建立。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基本沿袭了秦朝
的各项制度，初期黄老之说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与民休养生息，使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再之后汉武帝刘彻则利用前人奠定的物质基础开始南征北伐，东展西拓，
大展雄才伟略，汉王朝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后王莽篡汉倒行逆施推行新政，终在巨大的社会
舆论压力下土崩瓦解，这其中汉光武帝刘秀脱颖而出，中兴汉室，牵都洛阳，史称东汉，延续近两百
年，至东汉末期董卓入京，引起李傕郭汜之乱，遂起三国纷争，东汉才名存实亡。从全书看似简单的
历史来看，政权的兴衰更替过程无非就是制度与社会阶级矛盾适应与不适应的过程。当制度太过严厉
苛刻，百姓生活如履薄冰、颗粒无存时，势必会引起人民的反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也
就必然受到撼动，这在秦汉两朝末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种情况在诸侯封地更是屡见不鲜，比
如吴王刘濞领土下，在景帝平判七国之乱时，只要事有转机，各地主土豪列绅就会见风使舵，倒戈相
向；再比如楚汉时期的项羽，因为其侍才傲物，残酷无情(主要表现在坑杀秦降兵二十余万)，而与深
得民心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兵败垓下，不得不说，乱世之世不在天时，亦不在地利，反在人
谋矣。当制度严谨，百官向上时，社会矛盾相对就会比较小，百姓安于自力更生，也就泛不起多少浪
花，这也是每个朝代应当引以为戒之处。今人读史，一可知古，二可察今，时刻警醒自己不犯前车之
鉴，就是一大进步，于历史或许就是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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