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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文献读本》

内容概要

汲取存留的记忆，传递历史的声音，养成正确的史观，让读者尝试在史料阅读中以求真的眼光诠释“
过去”，以历史的智慧分析“现在”，以时代的担当成就“未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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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文献读本》

作者简介

周靖，特级教师，华东师大二附中首席教师，教育部国家级培训计划专家，上海市教育学会历史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历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高中历史学科德育实训基地主持
人，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命题处专家，上海市教委教材编写及审查专家，上海市区县高级教师评审专家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历史学科中心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育高地主
讲人，浦东新区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浦东新区历史教师培训基地主持人，浦东新区史地学科学段
大组长，浦东新区历史学科中心组成员，浦东新区高三历史命题组成员。参与6个全国和市级课题及
项目的研究，在《文汇报》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历史教学问题》等杂志上发表数十篇论文，主编或
参编了12部教科书，主编出版了7部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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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文献读本》

书籍目录

名人推荐
自从有了新式历史教科书之后，我们得到的史学养料，大都是经别人碾过、磨过，用粉末压缩而成的
集成“食品”（幸好不是转基因食品），还往往掺有“添加剂”（外来概念）；因未经自身直接品尝
与消化，便难免被各种外来概念俘虏，疏远了真实的历史情景。我想周靖他们也是有鉴于此，特地搜
集了许多第壹手史料，编成《中学历史文献读本》，让读者亲身进入“情景”尝鲜，或许能品出一些
教材上没有能够说出的原汁原味来，从而启发中学老师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多角度地理解教材上所说的
历史事实。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
中学历史教材中的“文献选读”只是蜻蜒点水，远远满足不了教师和学生的需要。周靖老师主编的《
中学历史文献读本》将他们长期教学实践中积累的历史文献资源经过系统的整理和编排，按“中国历
史文献”和“世界历史文献”汇编成书，奉献于广大教师和学生，此举弥补了教材的不足，将对历史
教学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更广泛的历史爱好者提供了按历史发展线索阅读历史文献的帮助。
——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伟民
目录
上编中国历史文献
第一章中华文明的奠基
《作篇》（节选）
《鲁周公世家》（节选）
《无逸》（节选）
《五帝本纪》（节选）
《礼运》（节选）
《民劳》
《殷本纪》（节选）
《青铜器时代》（节选）
《牧誓》
《克殷解》
《礼器》（节选）
《乐记》（节选）
《颜渊篇》（节选）
《梁惠王章句上》（节选）
《性恶篇》（节选）
《孝经》（节选）
《道德经》（节选）
《艺文志》（节选）
第二章中华帝国的建立
《商君列传》（节选）
《封建论》（节选）
《六国论》
《秦始皇本纪》（节选）
《秦论》（节选）
《陈涉世家》（节选）
《过秦论》（节选）
《阿房冒赋》
《平准书》（节选）
《货殖列传》（节选）
《汉三公官》
《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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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政事疏》（节选）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武帝本纪》（节选）
《为人者天》
《汉武用将》
《张骞传》（节选）
《王莽之败》（节选）
《光武多免奴婢》
《东汉功臣多近儒》
《（宦官列传＞序》（节选）
《两汉外戚之祸》（节选）
《党锢列传》（节选）
第三章中华帝国的发展
《七哀诗三首》
《让县自明本志令》（节选）
《三国论》
《魏孝文帝迁都》（节选）
《田制上》（节选）
《宋齐多荒主》（节选）
《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节选）
《恩幸传序》
《九品中正》（节选）
《刘毅传》（节选）
《君道》（节选）
《魏徵传》（节选）
《武后纳谏知人》（节选）
《唐蕃会盟碑》（节选）
《唐太宗大破东突厥》（节选）
《唐节度使之祸》
《新书本纪书安史之乱》（节选）
《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节选）
《＜大唐西域记＞记赞》（节选）
《西戎列传》（节选）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对唐朝时期中国
商业行为的描述》（节选）
《方镇骄兵》
《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节选）
《陈桥兵变》（节选）
《杯酒释兵权》（节选）
《答手诏条陈十事》（节选）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节选）
《论冗官财用等》
《宋世风俗》（节选）
《高宗本纪六》（节选）
《太祖大圣皇帝纪》（节选）
《无比繁华的贸易城市》（节选）
《梦溪笔谈》（节选）
《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节选）
《太极天地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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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是理》（节选）
《元代州域形势》（节选）
《裴戈罗蒂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节选）
《（明心宝鉴）序》
《马可·波罗对蒙古军事战术的描述》（节选）
《大赦天下诏》（节选）
《作铁榜申诫公侯》（节选）
《正始》（节选）
《中俄尼布楚条约》（节选）
《封城志·沿革》（节选）
《经史子集之名何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节选）
《和兰传》（节选）
《佛郎机传》（节选）
《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节选）
《利玛窦的奏疏》（节选）
《利玛窦中国札记》（节选）
《刻（几何原本）序》
《反动与先驱》（节选）
第四章中华帝国的衰亡与历史转折
《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节选）
《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节选）
《义律致巴麦尊私人机密件》（节选）
《南京条约》（节选）
《＜海国图志）原叙》（节选）
《克勒拉得恩伯爵致包令博士函》（节选）
《叶名琛致西马糜各里照会》
《中英天津条约》（节选）
《中英北京条约》（续增条约）
《瑷珲条约》
《原道救世歌》（节选）
《天朝田亩制度》（节选）
《资政新篇》（节选）
《讨粤匪檄》（节选）
《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节选）
《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节选）
《轮船招商请奖折》（节选）
《筹议海防折》（节选）
《奏设同文馆折》
《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办理）章程折》（节选）
《（重学）自序》（节选）
《记陈启沅设机器厂缫丝》
《制洋器议》（节选）
《商政》（节选）
《（盛世危畜）初刊自序》（节选）
《征韩论》（节选）
《田贝论中日战争》（节选）
《马关条约》（节选）
《台湾人民抗战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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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节选）
《（孔子改制考）叙》（节选）
《察变》（节选）
《（变法通议）自序》（节选）
《应诏统筹全局折》（节选）
《明定国是诏》
《政变正纪》（节选）
《（清议报）叙例》（节选）
《门户开放政策》（节选）
《义和团告白》
《＜庚子记事＞序》（节选）
《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
义民誓张挞伐》
《辛丑条约》（节选）
《新政上谕》（节选）
《进呈学堂章程折》（节选）
《译学馆章程》（节选）
《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节选）
《钦定宪法大纲》
《革命军》（节选）
《猛回头》（节选）
《上李鸿章书》（节选）
《敬告同乡书》（节选）
《与妻书》（节选）
《同盟会宣言》（节选）
《民报发刊词》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节选）
《清帝退位诏书》（节选）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选）
第五章中国民主革命的
新进程
《京张铁路通车演说词》
《临时大总统关于革除前清官厅称呼致内务部令》
《命内务府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节选）
《中华民国礼制》
《临时大总统关于劝禁缠足致内务部令》
《梁启超创设经济研究社呈于内务部批》
《二十一条》（节选）
《中华民国讨逆军檄告天下》（节选）
《北洋系最近分裂状况》（节选）
《敬告青年》（节选）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节选）
《一九一六年》（节选）
《伦理的觉悟》
《文学改良刍议》（节选）
《人的文学》（节选）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节选）
《庶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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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节选）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绪论》（节选）
《新时代之青年》（节选）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节选）
《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节选）
《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节选）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节选）
《三省易帜之通电》
《关于废两改用银本币的布告》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重订条约宣言》
《中央委员宣言》（节选）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节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节选）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节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节选）
《田中奏折》（节选）
《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国际联盟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
三项决议》（节选）
《李顿“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节选）
《广田的对华政策三原则》
《何梅协定》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节选）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节选）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节选）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节选）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张学良、杨虎城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蒋介石离陕前的六项“诺言”》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节选）
《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节选）
《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
《论持久战》（节选）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布告》
《论联合政府》（节选）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一位广岛少女的叙述》（节选）
《日本停战诏书》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谈判的电文和毛泽东的复电》（六则）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节选）
《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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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的讲演》（节选）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节选）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节选）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节选）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节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节选）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节选）
《朝鲜停战协定》（节选）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节选）
《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选）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节选）
《论十大关系》（节选）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今年宏伟目标，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节选）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节选）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节选）
《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
《争取科学为人类幸福服务》（节选）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节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五一六通知》（节选）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节选）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节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节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节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节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节选）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节选）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10项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节选）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节选）
《汪辜会谈共同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节选）
《反分裂国家法》（节选）
《保证各国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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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亚非会议联合公报》（节选）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补充发言》（节选）
《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事能改变世界——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
《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节选）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节选）
《中俄联合声明》（节选）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节选）
《2001年APEC领导人宣言——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节选）
第七章上海的历史变迁
《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展报告》（节选）
《上海县治的三迁》
《上海筑城始末》
《徐家汇的发展》（节选）
《上海道台考略》（节选）
《上海土地章程》（节选）
《上海寇变纪略》（节选）
《清末报馆编辑生活》
《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
《光绪中叶川沙城区设立日生民信局》
《沪上拟用德律风》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节选）
《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节选）
《东方大港》（节选）
《上海市政府新厦落成碑原文》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外交老手别具肺肠》（节选）
第八章中国史学发展历程
《论六家要旨》（节选）
《威烈王二十三年》（节选）
《史通》（节选）
《刘知论史才三长》（节选）
《史德》（节选）
《（古史新证＞总论》（节选）
《中国史叙论》（节选）
《新史学》（节选）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
《（国史大纲）引论》（节选）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节选）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节选）
《史讳举例》（节选）
⋯⋯
下编世界历史文献
第一章早期地域文明
第二章古代美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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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古代希腊和罗马
第四章古代伊斯兰世界
第五章中世纪欧洲
第六章西欧社会向近代的演变
第七章革命与启蒙的时代
第八章工业社会的来临
第九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第十章一战前后的世界
第十一章二战前后的世界
第十二章冷战阴影下 世界
第十三章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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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厚厚的一本书，超级贵，真正用于教学的文献并不多，但是还是可以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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