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通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历史通论>>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9798

10位ISBN编号：7108039796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王家范

页数：60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通论>>

内容概要

　　通史的意境，全在通古今之变，历史由此才重显出它的节律脉动，是一个活泼泼的跳动着的“集
体生命体”，有它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机制。
　　《中国历史通论（增订版）》以勾勒轮廓、阐释整体特征为限，又包含着对百年来“传统”向“
现代”转型的“中国情结”的特殊关注。
在统合百家的基础上，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对国史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个性化的解读，进而揭示
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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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家范，1938年出生，江苏昆山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
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侧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地区，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亦有探索。
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家与史学》、《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
清之旅》、《大学中国史》等，另有《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
历史价值初探》、《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当代新儒家价值定位》等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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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我对《中国历史通论》的考虑 前编：通论专题研讨 背景： “大历史”观念与专题选择 总起：
对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的认识 交代：专题的安排 一、部族时代 “部族时代”的提出部族的出发地：“
聚落”宗族、部族与“方邦”“卡里斯玛”型权力崇拜二、封建时代 学术史追溯：“封建论”由“天
下万国”到“封邦联盟”西周王国：“封邦建国”制附论：关于“三代”演进的一种文化分析三、大
一统帝国时代由列国纷争走向大一统“大一统”的历史镜像“帝国”时代的内部分期四、农业产权性
质及其演化[上篇]辨析产权问题的思路 产权的发生学诠释[下篇]“黔首自实田”辨自耕农为“国家佃
农”辨权力背景下“土地兼并”辨五、农业经济的内环境与外环境[上篇]农业起源概说农业发展进程
鸟瞰[下篇]小农经济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阻碍了经济的变革余论六、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上篇]
帝国体制下商品生产辨析 [下篇]帝国时代消费形态解析帝国时代商人的历史命运七、政治构造与政治
运作 辨识政治体制特征的方法论策略“封建”与“郡县”之辨刚柔相济：帝国政治体制运作机制八、
中国现代化艰难性的历史思考 “问题意识”辨识理路历史探源余论后编：回顾与反思 一、百年史学
建设历程回顾 百年史学主题：重新认识中国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诠释：史家与时代的对话余话
二、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东汉前中国史纲》 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众窍无窍，天然自成三
、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 走出低谷的历史抉择揭开中国社会变革艰难的奥秘四、社会历史认识若干
思考 中国历史有没有自己的“谜”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能否成为科学社会历史的认识能否“价值中立”
不能了结的“情结”续编：后十年思考鳞爪增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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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近一次现代化的重新驱动，最重要的特点，便是鲜明地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
其实，市场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
从文明时代一开始，市场就进人人类社会生活，承担起产品一商品流转的经济角色。
而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就年轻得多，但从其基本完善而言，至少也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它是随人类经济变革的“第二次浪潮”应运而生，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才确立起来的。
什么叫做“市场经济体制”？
它是以流通领域在空间上极大的拓展（跨地区，跨国贸易）为先导，通过创建现代金融业的特殊手段
，实现了用市场经济特有的“游戏法则”--通常所说的价值规律或价格法则（看不见的手）--将生产
、消费、流通、分配等环节以市场为核心实现高度一体化，并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由
此造就了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遍及一切的社会”。
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绩。
　　从世界范围来看，英美等国是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者”（一称“早发内生型”），像中国
等发展中国家都属于“后来者”（又称“后发外生型”）。
后来居上的国家和民族，历史上不乏其例，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中华民族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后来
者的成功必定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首先必须能够通盘熟悉先行者的全部历史经历（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经历
），并且融会贯通，合理消化，然后依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加以创造性的转换，才有可能走出一条
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功之路。
　　在奔向世界市场经济大潮的当下，中国人的脚步是急促而匆忙的，对此，我以为一则以喜，一则
以忧。
欣慰的是我们终于摆脱了千年传统的困扰，认识到了“历史的必然”，代价虽辛酸苦涩，然毕竟匆匆
上路了。
忧虑的是因急促而无暇深思，浮躁中最易滋生浅薄，好像是第一次跑到别人的“超市”里，眼花缭乱
，什么都好，拿到篮里便是菜，不明是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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