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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内容概要

本书为杨宽根据1937年在广东勷勤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的讲义初稿修订而成，比较和参照了多方
面的研究成果，收入《古史辨》第七册，是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之一。在《中国上古史
导论》中，杨宽提出神话的分化研究说，是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发展和补充，成
为顾颉刚开创的古史辨派神话学的重要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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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宽（1914—2005），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白鹤江镇人。曾就读于苏州中学师范科
，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1936年参与上海市博物
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
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
至逝世。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
会首届至第三届副理事长。著有《中国上古史导论》《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古史新探》《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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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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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參以甲骨金文的古史辨派殿軍。可知甲骨金文實無傷古史辨派的古史系統說。
晚清今文家好談一人之力惡意偽造，至楊寬已被駁倒，是為比顧頡剛更進之處。
行文間以學術史，實可作為古史傳說之學術史。可見楊寬先生功底極其紮實。
楊寬認為五帝皆為上帝之分化，細思總覺不應如是簡單。其好以己度史料，故可能是區分商周的「帝
」與戰國的「帝」的涵義。
2、一句话概括：上古史话乃东夷商人与西戎周人之神话融合。这点确实精要，虽然作者也承认，将
一切归之于神话，是因为史料不足以证，但厘清神话的源头，无疑对后世发现的史料的分析大有益处
。
3、这是要出全集？文集？
4、然而半文半白的文风，让我根本看不懂⋯⋯⋯⋯
5、或有时而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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