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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
被学林之学术著作。
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IH，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
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
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
，正其讹误。
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
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
；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
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
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
。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
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口”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
用“（下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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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秦第一节 秦统一后怎样建立新制度第二节 秦朝的事功第三节 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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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起义简短的结论附：秦汉年表第三章 内战时代——三国第一节 人民浩劫与三国的形成第二节 孙吴
始末第三节 蜀汉始末第四节 曹魏始末简短的结论附：三国西晋年表第四章 外族侵入时代——两晋第
一节 三国统一后的经济状况第二节 腐朽的统治阶级第三节 人民流亡与外族侵入第四节 十六国大混乱
简短的结论第五章 中国文化南迁时代——南朝第一节 南朝的经济状况第二节 士族制度第三节 南朝五
朝的兴亡第四节 南朝文化的发展简短的结论⋯⋯第三编 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到西洋资本
主义的侵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第一章 南北统一时代——隋第二章 封建制度发展时代——唐第
三章 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下册第四章 国内统一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时代——北宋第五章 外族侵
入北方 南北分裂时代——金与南宋第六章 外族侵占全国 社会衰蔽时代——元第七章 封建制度更高发
展时代——明第八章 外族统治，严格闭关，社会停滞，西洋资本主义侵入时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清
朝第九章 隋唐以来文化概况范文澜先生学术年表《中国通史简编》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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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族，在军事上总是容易获胜，因此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不受落后民族的破坏，是华族面
前的大问题，秦、赵、燕各国建筑长城，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
不过中国内部许多国家互相对立，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以长城为例，齐、韩、楚、魏筑长城完全为
了内战，固然消耗了华族抵御外来侵略民族的力量，秦、赵、燕筑长城，彼此不相连接，各自为政，
也不能完成抵御外来侵略民族的功效。
秦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国民族的国家，消灭了华族内部的互相对立，团结华族一致对外，是一个历史
的进步，是当时人民的要求。
　　山东各国互相猜忌，不能“合纵”，供养食客，浪费资财，固然是灭亡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下
层民众，在水深火热的境遇里，不能生活下去。
单就韩、赵、魏三国说，被秦杀死几百万人。
山东各国间战争，死亡数目也不会很小。
壮年人大量死亡，生产力破坏了。
又加以横征暴敛，土地愈削小，赋税愈苛刻，人民负担，将是不可想像的繁重。
齐都临淄，赵都邯郸，居民生活非常腐化，其他都会，大概相类。
这种不生产的寄生者，当然也是间接剥削劳苦民众的。
民穷财尽到不可维持的时候国家非灭亡不可。
　　山东六国不能再维持他们的统治，秦国的兵力、经济力和政治影响都远胜六国，这样，势必产生
前所未有的统一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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