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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上下册）》

内容概要

【各种版本的通史著作，为什么选择傅乐成版《中国通史》（上下册）？】
一、台湾史学界与大陆史学界
1949年之后，史学界因政治而分化为大陆和台湾两部分。大陆连年的政治运动让史学研究停止乃至倒
退。相比较而言，台湾史学界则少了许多政治的干扰而显得平静，从而取得斐然成就。台湾学界称傅
乐成为继钱穆之后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由此可见其学术地位。
二、各种通史版本进行对比
史学界认为，20世纪写作的中国通史主要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和范文澜的
长部头《中国通史简编》，张荫麟未全部完成的《中国史纲》。但这几部通史，对于一般的史学爱好
者都不够通俗晓畅，读起来有些难度。
然而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上下册）无论内容、质量和篇幅，都有突出的价值和地位，在台湾史学
界影响颇大。该部史著文笔俱佳，学、才、识足备。书成之后，在学术圈里影响巨大，既是史学爱好
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甚至史学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三、《中国通史》（上下册）获得学界、著名史学家们一致好评、赞誉如潮
历史学家黄仁宇求助本书——在研究中国历史遇到诸如“辽金关系之改变”、“金国侵宋的原因”等
问题搞不清时，就去读傅乐成的《中国通史》。
史学家许倬云为本书写序——盛赞《中国通史》堪比钱穆《国史大纲》。
日本史学界评价傅乐成——“为一不可忽视的史学家。”
四、傅乐成史学研究的特色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
2.对已出成果，能在听取读者反应与新近认识基础上，严格自审反思，认真进行修改。
3.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查证，强调历史的研究著述要做到“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
4.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在学术同仁之间，既十分尊重他人，又能据理争辩，唯真理是从。
--------------------------------------------------------------------------------------------------------------
【内容简介】
傅乐成撰写的《中国通史》一书，在台湾史学界影响颇大，日本史学界评价他“为一不可忽视的史学
家”。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写序推荐：“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相对于钱穆先生
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
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
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
有长处，而两者也正可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绝对是有益
处的。”
《中国通史》（上下册）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近平易，不
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
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较为清晰而客观的概念。全书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关系；各
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近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
。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均不予采用。
百幅插图，重点在战争地图，方便读者进行深入了解。
读者阅读傅乐成《中国通史》（上下册）有感：
首先是新颖，材料非常新，参考了许多新出土的文物，并将当代学者的新观点融汇其中，超越了其他
通史的呆板与陈旧。
第二是持中，作者超越了“历史就是政治史”的传统认知，更多关注了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等，
抛弃了用政治解释一切的偏执，本书没有太多的故事冲突，没有脸谱化的人物，更没有历史评判的伪
激情，只有“理解之同情”。
第三是广博，本书观点密集，似乎漫不经心，却包含了史学中的重大课题，而作者往往能找到最谨慎
的表达方式，将各方意见融汇其中，这种有穿透力的广博，值得细细品味。
-------------------------------------------------------------------------------------------------------------
【名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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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上下册）》

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
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
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
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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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上下册）》

作者简介

生平简介:
傅乐成，1922年～1984年。字力更，号秀实，山东聊城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哈佛大学博士。傅乐成为傅斯年之侄，秉家学渊源，幼读私塾，1940年入西南联大，1956年赴哈佛
大学，获博士学位。自1949年起执教于台湾大学，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及秦汉史研究室工
作，兼任台湾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傅乐成终身未娶，一生所寄，尽在史学一域。
-----------------------------------------------------------------------------------------------------------
聊城傅家：
山东聊城傅家，出过至少四位当代的中国史专家。
一、叔父傅斯年，近代学术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
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他是胡适
的学生，胡适称他“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二、傅乐焕先生为辽金元史学家。
三、傅乐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曾在匹兹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她的《中西交通史编年》，
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
-----------------------------------------------------------------------------------------------------------
史学地位：
傅乐成治学严谨、平易近人，一生著述甚丰，皆为史学论著，尤其对秦汉、隋唐史的研究更有建树。
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秦汉史论文集》、《隋唐五代史》等。他的史学论著有的被译成英、日、朝等国
文字，是台湾、香港、日本、南朝鲜及东南亚国家高等学府学习中国史的必读之书。
台湾学界称傅乐成为继钱穆之后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由此可见其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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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上下册）》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史前时代到信史时代
第二章 封建帝国的兴衰（西周时代）
第三章 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思想
第五章 集权帝国的发展与倾覆
第六章 汉帝国的盛世
第七章 汉代的武功
第八章 汉的制度与学术
第九章 汉的衰亡与三国的分合
第十章 五胡乱华与晋室偏安
第十一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会
第十三章 隋帝国的兴亡
第十四章 盛唐的内政
第十五章 盛唐的武功
第十六章 安史之乱以后的确唐帝国
第十七章 唐代的制度
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与学术
第十九章 五代与十国
第二十章 北宋与外族
第二十一章 南宋与外族
第二十二章 宋的制度与学术
第二十三章 元帝国的组织
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政治
第二十五章 清的入主及其盛世
第二十六章 清帝国的乱亡
第二十七章 明清的制度
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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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上下册）》

精彩短评

1、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傅乐成《中国通史》，虽然写得都是中国史，但是内
容并不重合，不是只读一本就不需读别的了。相反，到是应该全都读一读。
2、总体来说写得不错，不仅有和朝代的历史事件、更替，也对其政治、制度、文化等都有详细介绍
分析。跟中学学的历史相比，少了阶级分析的东西，更回归历史本来面目。
3、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史，真的非常有帮助，至少每个朝代的更迭和灭亡都能理清了。语言通俗易懂
，没有多余的废言。
4、简单易懂 适合入门
5、读了一个多月，今天终于读完。写得很好，观点中允，不偏不颇，文笔也简洁。不仅叙述政治史
，于历代典章制度，宗教文化都有介绍，虽然只有大概，亦可聊作引导。
6、叙述有条理 总结很精到 文字也很平易 很好读 适合做入门教材 只不过没有个人见解和看法 
中国的历史真是一部血泪斗争史 不是内斗就是斗外 从周朝起细数三千年历史 百姓有过多少年太平日
子
7、认真负责
8、很不错的中国通史，简略但是能够囊括重点。
9、浅近平易，叙说清晰，见解持正，不做繁征博引，以供读者以客观概念；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
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尽量割爱。
10、端端正正一通史，老老实实说人话。。。终于有这么一本平实朴素的中国通史入门书了，有便于
初学者甚矣，也有别于《上下五千年》浅、《国史大纲》偏、《吕著中国通史》深，为阅读《讲谈社
中国历史》系列、《中国断代史》系列、《剑桥中国史》系列夯实了一个框架基础。。。
11、不错，尤其适合初学者
12、简单深刻
13、注定读不了这种非叙事性历史书籍，总犯困。
14、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要还原回当时的历史环境，综合人文政治背景，以当事人的角度来重新审
视，而不是以现代的道德观念去评判古人，以这样的态度读历史才能对世界的发展进程及人性的思考
有更深刻的理解。
15、形而下史事之具体正好补钱书形而上理论之不足，近期史学成果之吸收正好补钱书往期史学成果
之不足。只是可惜文字始终没有钱的有魅力。
16、内行人写过外行人看的书 通俗易懂 以史实为主 需要自己补充内容
17、郭嘉=。=
18、读过ing，从四月到八月，陆陆续续的，写的太好！只是可惜最后的删节了。
19、质量是没的说，相当好。但也不必抬得过高：1、作为傅斯年之侄，傅乐成延续了古史辨、历史语
言所一脉做法，因此本书章节编目、学术方法是近代化、反传统的，与大陆范文澜著根子上无本质区
别，水平也不比范著高。台湾文史是现代学术，从未如有人认为的保留多少传统，很多还被各类现代
观念统治，不值得崇拜。2、出版于1960年，确如许倬云所说，将当时的学术成果基本吸收，今天即使
在史实和研究上有超越，但绝大多数仍然可信，且傅著叙述条理，总结精悍，便于入门。3、与大陆
著作比，当然毫无阶级斗争之类，但傅著立场较为保守：凡廿五正史之正统朝代，无论汉蒙满皆为正
统，地方叛乱与底层造反皆称匪、盗、贼；于宋末晚明，又持民族主义立场，鼓吹同化；于中央朝廷
特别是汉族王朝开疆拓土大加表彰，厌恶军阀，却又不时哀叹汉族尚武精神的丧失。
20、这本我早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之前阅读过，是爸爸托在台湾的朋友捎过来的，可以说是启蒙书？
21、通史写得耐看不是一般难，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缺一不可。上，写的是从史前到南北朝，傅先生
健笔凌云，纵横挥洒，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傅先生终身未娶，一生所寄，唯史学耳，可叹可佩！15
书62。四个月前读完（上），当时感佩不已。今日翻完（下），比上略差，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似的。
一搜，有阉割。不过，能在内地出版，也算是进步，希望能更进一步！
22、台湾学者的作品。
23、内容四星吧，减一星因为编辑的原因。傅先生这书写于上世纪60年代或更早，因此文中大量古地
名括号备注现在的地明，过了这么多年，早都变了！原来的县变成市，一些县没了，然后诸如察哈尔
、热河这些地名早都不存在了，现在再版的时候为什么不修改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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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上下册）》

24、内容还是比较浅显，适合做一般了解。
25、这么好的书怎么没人评价呢？有别于《上下五千年》浅、《国史大纲》偏、《吕著中国通史》深
，为阅读《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中国断代史》系列、《剑桥中国史》系列夯实了一个框架基础
。。。
26、文笔很好，观点也符合主流，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27、中国通史
28、跟贵州教育出版社那一版应该没区别。也没说的那么好吧。
29、缺乏见解，且半文半白读着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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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上下册）》

精彩书评

1、傅乐成的《中国通史》，记载了从上古至清亡的数千年间中国历史舞台上曾演绎过的重要史实。
作品史论兼备，语言简凝，是一部值得一读的通史作品。作者傅乐成乃是傅斯年之侄，而聊城傅家更
是出了至少四位卓有成就历史学者。深厚的家学，或许是使得这本《中国通史》颇有“方正持重”之
感的原因吧。时至今日，写“通史”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少了。究其缘由，一是有关历史的材料堆积得
过多，整理它们即需要耗费学者的大量精力，想要实现“整合”便显得愈加困难；其二则是人们似乎
落入了这样的误区，即书写历史，是为了某个“答案”。人们坚信历史是按照某种“固定的逻辑”在
运转，于是史实的价值，便只是为验证“规律”而服务——于是“通史”的价值，渐渐为人们所忽略
。“人们从起点到终点的路程长度并未改变，可是桥太多了，人们又企图到每座桥上都走一走。”丰
盛的材料来源于人们的记忆，可它们显然也会扰乱人们的记忆。但是人们对“了解历史”的需求之迫
切，又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看，对历史的博学可以丰富我们的谈资——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们
自己之所以乐意谈论历史，只是因为那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也有关我们自己，而拥有一个通达的历史
把握，同样是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有益观照。我们需要对曾发生的事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才有助于我
们理清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所谓历史最直接的意义。然而我们需要
的，并不是一套既定的历史逻辑。傅乐成的《中国通史》，其独特性即在于此。就算是治“通史”，
大多数书写者也总乐意将自己的阐释混淆于史实之间。恰当、并适量的阐释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叙
述历史，其根本还应是对事实的描述。除非是在公共场合，否则书房里的我们还是喜欢一个“兢兢业
业”的书写者，而非夸夸其谈的空想家。于是在这个版本的《中国通史》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
对材料的整合与事实的专注。全书凡二十八章，以朝代变迁为纲，每一朝代均从其更迭之大事起笔，
再分别叙述制度、外交、学术宗教等等方面，条理清晰，同时覆盖面甚广。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阅读
这样一部作品，既是对已有历史知识的梳理和补充，同样也是对“国史”再思考的过程。在这样一个
“猎奇”被当做读书、“读史”主要动因的年代，这样的作品也就显得更为弥足珍贵了。“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治国者当读史以晓理政之方，而对于普通读者，读史也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在足够
广远的时间跨度中，你可以找到更恰当的方式，经营自己的生活。而历史本身既然是一面镜子，那便
只能是一面镜子。夸张、扭曲和装点，都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方式——失真了历史，我们便无从看清
自己。
2、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先后由贵州教育出版社（至少四刷）、中信出版社出版，畅销不衰。
中信版2014年10月初印（责任编辑于贺，特约编辑韩威），腰封云：“比肩钱穆《国史大纲》的通史
类著作，傅斯年之侄傅乐成传世诗学巨著，畅销台湾地区数十年，许倬云力荐。”周邦道先生为题签
，也算力荐者吧。上架建议是“历史·畅销书”。是否比肩《国史大纲》姑置不论，民国部分被砍掉
，已算残本，如果编校过关，尚可看得。但是，贵州教育版先不说，中信版质量如何呢？2013年9月，
金言堂得到底本影印件，持贵州教育版逐字校勘，不算对全部古地名及括注的妄加改窜，除去未编号
的，共得666号，整理为数万字笔记给相关人员，依照改过，换家出版，即中信版也。那么中信版宜乎
没有问题，至少问题很少了。孰料对照贵州版的校勘笔记那666条，逐条对勘，发现遗留、新生了不少
问题。放宽标准，可以手按《现代汉语词典》辩解的，以及标点符号的不规范用法一律不算，仍然触
目惊心。现将贵州版校勘笔记原条粘贴，保留原编号，加以简单说明，并重新编号（中信第某号），
标注中信版页行位置，以便利用。中信第1号：【未编号】“自序”倒第1行，“则未曾著力”，照简
体字的谱儿，当作“着力”。——中信版页行同。中信第2号： 5.（这是贵州教育版的编号，下同）同
上倒第13行，“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人建立了他们的家族制度、传子制度以及分别大宗小宗的宗法制
度，都始于商朝末叶，而到西周时代成了定型”，顿号当作句号。传子制度及宗法制度，都属家族制
度，层次分明，用顿号则三者并列，且在语法上读不通矣。——中信版019页同行。⋯⋯⋯⋯⋯⋯⋯⋯
本报告共96号，详见慕知堂的日记。碰到个日子，就纪念，购物，好像很向往的样子。引进一本严肃
的历史书，竟然如此态度，真是不知其可。
3、每读通史类著作感受到是，中华文明就是不断被战争鞭打的人类史。中国从有史料的商朝起到现
在三千多年。战乱占，没有大一统的时间近一千年。那是古代人的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之中我佩服的
是这个民族能够依然的流传到现在而我们的文明依然是能够存在于现行的之中从未中断。中国历史浩
如烟海。单正史，定鼎中原的王朝的就有25个。其中包含了南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等。不算汉族
统治的有元朝，清朝这两个是大一统的。建立政权的（只写大的国家）北魏，北齐，北周，前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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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前燕，刘宋，南齐，南梁，陈。还有五代十国。论影响力秦，两汉，唐。其中唐是中国历史国家
实力最强的影响海内，他的余晖至今还在。汉族，居住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民族，中华文明的奠
基民族，从南北朝乱后与北方的少数民族定居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汉族，继续传承中华之文明。这
篇文章我想写的太多，但还是会这本书上，这本通史，从阅读的角度来说，适合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且
有点基础的人，比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反而更易大家的接受范围，作者在开篇是写到，这本是
集百家的所言加上作者本人的资料而成，所以并不是作者一个人的集编。这本通史的优点细致，语言
上通理，可读性高。缺点是作者的那种汉族主义者的优越感跃然纸上，在写到北方的外族入侵时描写
外族的将领，领导者有点歧视，不能做到以一种平等的角度去写，而作者还是对于清朝的统治者一个
较为中肯的评价。还有着重的记述唐朝，而与宋同一时期的辽，金，西夏，其中辽在没有改国号之前
称契丹，它的发迹与唐的并时一起而被记录起来，后到改国号为辽后出现宋的章节，虽然辽没有统一
中国，但是他们能从有史料记载起经历中原王朝的隋唐宋三个必有他们这个民族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地
方。书里的一些细节，比如在每一场的战争会加入地图来让读者理解，如刘邦项羽的楚汉之站，官渡
之战。还有细节就是书里会有一些各种文史资料的对比及前人的研究问题错误的史料更正。傅著的特
点就是细而不有不失。作为通史的宏观。写通史，不能什么事都细细的写出。现有的通史有许多就像
是百度百科拼接而成的。没有任何意义。品历史，从贯古今兴文大事，抑或从事件之中提取之精华补
给人生感悟之所需。完
4、提起历史，第一印象就是学校里的那一本历史书。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不间断的学习着，然而我
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朝代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严格来说，之前我对于中国古代史并不是很
了解，仅有的一些内容也是通过历史书、课外书，甚至是电视剧、电影中弥补过来的，不过大多都是
片片断断，真假难辨。而且这样的历史故事重复度太高，特别是讲到秦朝、汉朝、明朝、清朝的居多
，听来听去都是那些老梗。提起傅乐成这个版本的《中国通史》，发现熟知的人并不多，大陆看的最
多的是钱穆、吕思勉、范文澜和白寿彝的版本，这几本大作，没有一点基础读起来还是挺费力的。傅
乐成作为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可以说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历史。此书成于1960年，在台湾史学界颇有
影响，是一本很难得的历史作品。 从第一章史前时代，一直到清朝的灭亡，傅乐成通过每个朝代的政
治、宗教、经济和学术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更迭。都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姑
娘，没人不喜欢漂亮的姑娘。但是，写历史不是在给姑娘打扮，而是应该还原她的本质，让人触摸到
真实的历史。总的来说，傅乐成版的《中国通史》更简洁一些，没有过多的引经据典，而是对历史的
发展走向娓娓道来，整体读起来就像是一气呵成。但是简洁不代表内容短缺，而恰恰相反，傅乐成广
博的历史知识，在书中都很好的表现了出来。在这本书中，傅乐成引用了不少考古内容，包括不少最
新颖的材料及出土文物图片，由此可见作者对本书每一次修订的用心。写历史，最怕的就是剪不断理
还乱，从头读到尾，内容倒是非常多，可就是太零碎，合上书一回味，能记住的又太少。我读傅乐成
的《中国通史》显然没有这样的问题，整本书的阅读过程都比较流畅，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一点即过
，不影响整体上下文的衔接。而且，傅乐成显然也知道读者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他剔除了不少陈旧臃
肿的内容，把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摆出来，从前到后串成一条线，每一个朝代的兴衰灭亡一清二楚。当
我读完整本书之后，至少我对于中国上下五千年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再者，傅乐成的这本书
也综合了不少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他们的基础上提精摘要，合二为一，融入他的《中国通史》。
因此，这一本书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相对而言也更加完善和精炼。文/颜先生
5、　　不久前，读傅乐成《中国通史（上下册）》。这部通史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也不必
抬得过高。　　《通史》出版于1960年，确如许倬云所说，傅乐成已将当时的学术成果基本上吸收了
，目前，即使在史实和研究结论上会有超越，但绝大多数结论仍然可信，且《通史》叙述条理、总结
精悍，便于入门。　　近代以降，史学从传统的“史部”逐渐变为学科中的“历史学”，这不是名称
的简单变化。从观念上看，中国古代经史结合的传统，伴随着经学被判死刑之后，史学的独立不仅是
学科性的，也是观念性的。在有些学者如钱穆看来，史学是经学瓦解之后，填补中国抑或中华民族价
值和伦理空白的学问，是保存观念上的中国完整统一“神话”的寄托。但对大部分历史学者而言，史
学只是与文学、哲学、艺术乃至物理、工程等并列的学科之一，并不比其他学科地位更高，而且在研
究方法、文献搜集等方面要向“科学”靠拢，才能尽可能保住自家地盘，以免遭受经学那样的命运。
　　从方法上看，尽管近代史学对传统研究方法特别是清代史学研究继承颇多，但作为一门近现代学
科，史学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和体系建构。在这个大背景下，近现代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已经
是现代学者，只有程度的深浅、水平的高低，并无本质的区别。即使49年之后，无论是范文澜、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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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陈寅恪这类深受欧陆近代学风影响的学者，还是古史辨派和赴台的中
研院历史语言所的诸位学者，都被这同一种背景所塑造。　　因此，傅乐成作为历史语言所创始人傅
斯年的侄子，其《通史》也必然处在这一个大背景之下的。有些读者，看到傅乐成身上的“台湾”两
个字，就下意识的认为这本书一定比大陆的同类著作“更多的保留了传统”“是真正的信史”，这些
看法纯属想当然。翻阅《通史》的目录、章节和论述手法，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课本并无什么本
质区别，都是根据朝代划分历史分期，先精要地叙述朝代兴衰，再讲述朝代的经济文化和民族问题。
这些教材也好，《通史》也好，都是处在这一史学大背景之下。譬如，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相比
较，刨去那些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痕迹，两本书的异同并不难区分。就其区别而言：范文澜说农民造反
是“起义”，傅乐成说是“匪、盗、贼”；范文澜谈论民族大融合，傅乐成则赞许汉民族对周边民族
的同化；范文澜要批判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傅乐成要表彰统治者的开疆拓土，等等。这些只是立场不
同，他们所研讨的重要学术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学术方法却是一致的。　　傅乐成《中国通史》之所以
还值得一读，并不是因为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也不是本书在台湾出版，而是，傅乐成较为忠实的使用
了现代史学方法，并平实的论述了古代史，读者不必去剔除大陆同期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痕迹。而就
史学研究而言，这本书并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也没有借此提出某种框架性的言说，因此并没有极高
的地位。当然，就其作为一本入门书而言，其叙事的条理、篇幅的长度、观点的朴素，使得《通史》
仍然是一本好书。此书大陆版有删节，亦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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