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历史读后感 中国大历史读后
感(大全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中国历史读后感篇一

为积极响应公司号召，提升项目青年员工文化素养和思想境
界，项目部举办了“青年读书推介会”活动。项目部购买了
许多书籍供大家借阅，我借阅的是史学大家吕思勉的著作
《中国大历史》。

读了《中国大历史》，我对春秋战国史中的楚史很有感触。

楚国从立国到灭亡历经八百年，楚国自熊绎号为子男五十里、
以启山林建都于丹阳，熊通“开疆扩土，为问鼎中原奠定基
础”，楚成王“雄心勃勃，但屡受挫折”楚庄王“沉浮三年，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终成霸主，“昭惠中兴”楚国成为当
时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国。

楚国的成功不单单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还有厚重的文
化。“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楚文化如水，表面
柔弱，实际持久。这使楚国不仅成为华夏大地上文化最灿烂
辉煌的诸侯国，也曾经是全世界文明的`最高峰，甚至一度领
先北方中原文明。对一个国家而言，军事实力是硬实力，民
族文化是软实力，不能一味追求强大的武力，而忽略了文化。

硬实力是骨，软实力是肉。没有文化底蕴的国家是有骨无肉，
外表看似强大，但经不起任何挫折，注定是不长久的。而厚



重的民族文化是国家的凝聚力的保证，凝聚力是民族团结的
前提，而民族团结延续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只有国家内部团
结，才能在波澜中经久不衰。所以，只有武力和文化共同发
展，刚柔并济，骨肉齐全，才能实现一个强国梦。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在一
个竞争激烈的国际大环境下，为实现富民强国的中国梦，我
们国家的软硬实力正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为实现中国梦所楚
文化给了我们提示，楚文化的精髓是崇尚文明，兼收并蓄。
它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楚人又崇尚七德“制止暴力，防止战争，保障强大，巩固胜
利，稳定社会，团结人民，发展经济”，我觉得这就是实现
中国梦所需要做的事，所要走的路。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与希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今以后，我们要奋勇前行，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团结各民
族，借鉴历史，结合实际，走出属于中国的强国路。

中国历史读后感篇二

读了《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我看来主线有三条：

其一，作者说了黄土地带是中国历史的源流，对中国历史的
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针对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千百年来，中
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源头，
可见黄土地带的重要性。而且，西安是十一朝古都，这又为
黄土地代添了几许功绩。同时黄河流域的治理问题更影响到
中央集权的产生，因为当上层建筑不适用于经济基础时，适
合时下发展的上层建筑便会呼之欲出。还有，黄土地区的气
候使得农业问题的产生，而解决问题需要强有力的中央体系。

这一切都体现了黄土地区作为客观条件，对我国历史的影响。



在作者的描述中，中国历史的产生，发展，辉煌，都和中国
历史发展的源头是黄土地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细细
想来，西安的作用却是留存至今，凡是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
的人对西安一定都不陌生，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也在西安有很
多的体现。还有，在西安兴起的周朝，其兴盛可见一斑，远
远超过在东部发展起来的商朝，所以西安这一地带，注定要
对历史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对历史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以及
对中央集权都颇有影响。首先，作者认为亚圣孟子的观念更
为成熟，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更有帮助。孟子的观念
作为客观条件对秦的发展巩固很有帮助，他认为君主是必要
的，等级是要有的。而后，汉武帝尊重儒家思想，同时也沿
袭了严酷的刑法来维持人民秩序，所以说汉的政治文明是多
种思想的结合体。

总的来说，书中提到的儒家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风向标，对
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点我承认，但与此同时
我个人有几个不同观点；我认为儒家重农抑商的观点就值得
考量，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西方商业的发展望尘莫及，也
就突显除了其思想的弊端，但放在当时看，确有它的先进性。
另外，书中提到的儒教，我不是太明白，能影响中国两千多
年又不被提倡，实在很难理解，难道是说中国人思想的保守
性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么!的确，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最灿烂
的部分之一，等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学习，”
仁””仁爱”也一直被人们所提倡。

另外，就是中央集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清朝是先构成集权
体制，并没有等待社会多元化，集权也没有国家的象征，所
以远不如西方的法制化，西方更加民主，自然。在我看来，
时至今日，中央集权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力量。

通过着本书，我将中国的历史以一个新的角度又理解了一次，
很有感觉。



中国历史读后感篇三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
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
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鉴于读得有些散漫，
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
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
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
有限。

一、本书架构及史学观点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样，以“中国大历史”命名本书，作
者旨在将宏观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一）由于负笈海外，授课对象是非本族的异国子民，作者
曾怀疑讲述历史知识的意义及实用价值，辗转反思之后，最
终决定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
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在与西欧史及美国史有了幅度与层次上
比较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

（二）对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史实，更多专注于考虑其积
极意义及前后连贯的出处，而不以个人之恩怨爱憎当作历史
转折点。

（三）不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
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
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促成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鄙人在阅读“安禄山的反叛”、“王安石的变法”、“数字
管理还没成熟”、“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篇章时，对作者
的宏观综合分析法逐渐熟悉并认可，对其通过讲说分析不同
阶段、不同朝代有关“政府抽税”的历史演变，论证“传统
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观点慢慢领会逐步接受。



或许这些观点在历史课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说中早有影射，
不敢确说是作者首创或独创，但确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
态、道德意识去读史，改作因循本书倡导的“大历史”似的
叙述、点评去理解一段历史，体会经济体制、技术条件等其
他因素对于历史、社会、国家（朝代）演进的重要意义，以
及它们是如何作用于当时、广泛影响于后世的。

二、读史，开眼与壮怀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一行串讲，特点是宏
观看去，择要点说。随书穿越，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
之势、民族聚散的转换都在须臾之间，几百年换作寥寥数语
一笔带过，人流群众幻作嬉笑怒骂的脸谱闪过，有秉承的共
通之处，也有相异相左的发展。

读史读得人百感交集，时而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时而怅然若
失默默无语。一些大事件，揽得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巧合顺
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艰险危难，乱世逐鹿
问鼎，盛世大笔擘划，有的光耀伫立、有的黯然离去，波澜
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造物；一些奇物件，大到奇
绝的建筑构造小到精细的生活琐碎，教人赞叹劳动者的聪慧
与神工；一些对立融通的思想，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
佛说禅学、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
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来…… 当即
豁然开朗有所顿悟，一来知识积淀当是慢慢打开了眼界和胸
怀的，穿越今古，跨越民族，交汇智慧，拓展思想。再者，
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读史读得清醒，是否亦
可提点当下呢？或有补足和进益之功。

三、游历，丰富且印证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的警语来。比如文中读到“从画像砖看汉代社
会”、“西湖与南宋”、“蒙古人的插曲”等篇章时，因为



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
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
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
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辨识，甚至
生出更多遥想和猜度……因此，窃以为读史学史可分四个阶
段：初为史实识志阶段，其后博览深入阶段，再者游历丰富
阶段，最后致用开创阶段。

四、读史、观史、研史

很久没有耐下性子阅读以史实为依据，并加以专业评判的历
史读物了，相较一些历史小说、野史传奇，本书读起来有些
艰涩，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
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关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观点或综
合考量评价虽然让人新奇，作为读者的体悟不足、尚处于一
知半解，这或许跟标新立异野史印象已先入为主有关，也间
或鄙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综合
视野狭窄的因素。

如此，倒也促成另一番感悟。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
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等，
是可以常读常新的。于是乎，读史，知识是奠基，尊重客观
是基础。观史者，可随个人喜好憎恶品读一段历史，逐渐深
入一段体悟，在苍茫天地间、滚滚史轮下寻找共鸣与抚慰。
而研史者，礼学心诚，治学严谨，理当作客观解读、综合评
判、正确指引，有根有据，有礼有节，有的放矢。

五、学史致用于无形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
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
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
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
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



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
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
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
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
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
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
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
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
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
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
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
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
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
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
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
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
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
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
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

中国历史读后感篇四

元世祖忽必烈于1274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和1281年(日本弘安
四年)两次出兵攻打日本,但都遭到失败,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
战争结束后,日本跟元朝都没有建立起官方稳固的外交关系。
但是日本商船还是经常到元朝把中国大陆的货物运回日本,这
主要是因为元朝对外国贸易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但是文永



之役以后,元朝采取了防范武装商人的措施,管理贸易的市舶
司也时常有变迁,贸易统制日渐严厉,私人贸易被禁止,出入的
内外船舶必须持有元朝发给的叫做公据的渡海证明书,按照货
物数量进行课税。

这些方针对日本船执行的特别严格,开了后来明朝实行的“勘
合贸易”制度的先例。(勘合贸易制度:勘合是一种外国君主
向明王朝朝贡的凭证,由明王朝礼部制定,上盖骑缝印信,一分
为二,一半交给外国君主,一半留明王朝。明朝海禁后,规定外
国君主遣使朝贡时,必须携带发给的半印勘合与留存明王朝的
半印底簿比对朱墨字号是否相符。)

从日本到元朝的贸易船有不少是以获得寺社营造费用为目的
的,比如1325年入元的为了取得建长寺营造费用的建长寺
船,1328年为了取得关东大佛营造费用的关东大佛船,1332年
为了取得住吉神社营造费用的住吉社船,1341年为了取得天龙
寺营造费用的天龙寺船等等。虽然他们形式上都是受到天皇
朝廷敕许或者幕府派遣的,但实际都是贸易船。比如著名的天
龙寺船,船长至本就保证不计盈亏,回国后向天龙寺缴纳现钱
五千贯。幕府对这些为了筹备寺社建造费用的贸易船负担航
行中的警备任务,防止海盗船掠夺。这些船入元的时间,是元
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庆元市舶司恢复以后的时期,官许船似
乎是受到元朝给予的与一般商船不同的特别待遇。庆元就是
现在的浙江宁波,“市舶司”是唐朝开始设立的专门管理海外
贸易和收取税款的官署。

在元朝和日本的交往中,禅僧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一山一
宁(中国台州人,普陀山高僧,12以元使身份赴日未归。去世后
被花园天皇赐以“国师”封号),清拙正澄(福建连江人,临济
宗高僧。1326年应北条高时邀请赴日,去世后谥为“大鉴禅
师”),明极楚俊(浙江宁波人,临济宗高僧,1329年赴日。受到
后醍醐天皇和北条高时的宠信,被赐“佛日惠焰禅师”称号),
竺仙梵仙(明州象山人,1329随明极楚俊一同赴日。受光严上
皇和足利尊氏的皈依)等中国名僧的来日,奠定了日本禅宗文



化的兴盛。通过禅宗流入日本的中国贵族教养,后来则成为了
东山文化的基础。

元朝时期,袭击中国大陆的倭寇应当没有袭击高丽王朝的强烈,
因为元代史料的残缺,难以知道当时倭寇的活动情况,不过根据
《元史》里的部分记载和明初倭寇的猖狂行动,可见那时候倭
寇也是比较活跃的。

《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1292),日本船至
四明港要求贸易,因为船中藏有武器,元朝很警惕日本船图谋
不轨,因而设立都元帅府以严海防。这是最初见到的元朝对日
本船的防备态度,是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的“弘安之役”后第
十一年的事情。随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于定海路设立千
户所,防御倭船。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日本商船焚掠庆元,
元朝官军不能抵抗。作为对应措施,元朝加强了庆元和台州等
地的沿海军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元朝的日本商人的活动
和高丽忠定王二年(1350)以后在朝鲜半岛大逞凶威的倭寇有
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庆元,也就是浙江宁波附近。因
为那里有“市舶司”,所以日本船是以贸易为目的前往庆元,
只是在贸易不顺时才进行掠夺。

第二,倭船的攻击目标都是元朝官府。这是要求通商的日本船
为了对抗通商的不利条件,或者为了对抗元朝官吏的蛮横而发
生的冲突,与从开始起就把攻击目标放在粮食和人口上的活动
在朝鲜半岛的倭寇本质上是不同的。

第三,从时间上看,日本人在元朝的行动要比朝鲜半岛倭寇行
动激化的1350年早得多,两者应该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日本
商人在元朝庆元的活动,即使可以视为倭寇的一个先驱性形态,
但并不等于狭义的倭寇。



中国历史读后感篇五

毁了他自己也毁了商代江山的，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大毛病，
那就是好淫乐，图享受，纵酒无度，沉迷音乐。自从他得到
一个绝世美女妲己以后，这种习性就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每个王朝的灭亡，几乎都与一个红颜祸水的传说有关。最着
名的例子就是“妲己亡殷”。相传妲己以美色迷惑纣王，掩
袖工谗，狐媚惑主，把殷纣王搅得魂不守舍，使得纣王沉醉
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最后连好端端的江山也给弄丢了。
因此，后人常以“红颜祸水”来比拟以色乱政的后宫姬妾，而
“剖腹观胎”则成了历代朝廷闻者足戒的警示。不过，国家
灭亡，纠其原由，应首推国君的治国不力，把一个政权的灭
亡完全算到一个女人的头上是不公平的。

有一次攻打有苏氏，有苏氏为了和商交和，就让大臣们到全
国选美女，妲己就是这样作为礼品而贡献给纣的。还有的传
说妲己是在被其父护送入朝歌的途中，由狐狸附身而成为妖
妇的。妇而为妖，似乎为商朝的灭亡找到一个理由。

纣王太宠爱妲己，当他第一次看到妲己的时候，心里就想，
有了这个女人，商朝的江山对我还有什么意义。而妲己也着
实妖冶动人，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她墨云秀发，
杏脸桃腮，眉如春山浅黛，眼若秋波宛转，胜似海棠醉日、
梨花带雨，身段纤柔，动若弱柳含风，又天生会作娇媚之态，
令纣王丧魂落魄。

纣王自进妲己之后，朝朝宴乐，夜夜欢娱，对妲己言听计从。
同时，厚敛赋税，把殷都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
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大地区修建
离宫别馆、苑囿台榭。他花了七年时间，在首都朝歌(今河南
淇县)建了一座占地方圆三里、高达千尺的鹿台。鹿台上有巍
峨的摘星楼、精致的亭阁，比夏桀的瑶台还要壮观。他命乐
师师涓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等淫声怪舞，通宵达
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祭鬼神。



他还特别喜欢吃肉喝酒，便学着当年夏桀的样子，在宫院中
挖了个大池子，里面灌满了酒，称做“酒池”，据说酒装满
后可以行船，又在池边的林木上挂上肉块，称做“肉林”。
纣王和妲己在“酒池”、“肉林”中尽情享受。

相传妲己不仅荒淫狐媚，而且性情残忍，怂恿纣王设计出种
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残忍酷刑，以欣赏别人被凌迟折磨至死的
情景来刺激自己的欲望。

有一天，纣王与妲己在鹿台上欢宴，三千六宫妃嫔聚集在鹿
台下，纣王命令她们脱去裙衫，赤身裸体地唱歌跳舞，恣意
欢谑。纣王与妲己在台上纵酒大笑。只有已故姜后宫中的嫔
御七十二人，掩住脸流泪，不肯裸体歌舞。

妲己说：“这是姜后以前身边的官女，怨恨大王杀了姜后，
听说私下打算作乱，以谋杀大王!妾开始不相信，现在看她们
竟敢违抗大王的命令，看来谋反的传闻不假，应当对她们施
以严刑，好使其他人不敢起谋逆的心!”

纣王问：“什么才称得上是严刑呢?”妲己说：“依小妾之见，
可以在摘星楼前，在地上挖一个方圆数百步，深高五丈的大
坑，然后将蛇蝎蜂虿之类丢进穴中，将这些宫女投入坑穴，
被百虫噬咬，这叫作虿盆之刑。”

纣王大悦，立即照妲己的话做了一个虿盆，将这七十二名宫
女一齐投入坑中，一时间坑下传出揪心的悲哀号哭。纣王大
笑：“要不是爱妃的妙计，不能灭此叛妾!”

太子殷郊听到这件事，忙去鹿台进谏纣王说：“法令是为有
罪之人而设的，现在众妾并没有谋逆之罪，却加以极惨的刑
罚，这都是妲己误惑圣聪，致使天下百姓知道父王是无道之
君。请斩妲己，以正朝纲!”妲己说：“太子与众妾同谋，妄
图诋毁小妾，请大王做主。”纣王当即喝令侍卫锤死殷郊，
比干慌忙劝阻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不可随意加刑。”



纣王这才没有杀死太子，但依旧把他贬谪到了荒远的地方。

梅伯入觐见纣王说：“姜皇后没有过错却被处死，太子无罪
过而被贬谪。请大王召回太子，复立东宫，臣愿代死!”妲己
谗言道：“梅伯是太子一党，因此才狼狈为奸。”

纣王问：“那怎么对付这些人?”妲己说：“群臣轻侮大王的
尊严，都是因为刑法轻薄的原因。依妾之见，可铸一个空心
的铜柱，里面烧火，外涂油脂，让犯人裸体抱柱，皮肉朽烂，
肋骨粉碎，如此他们才知道畏惧，朝中也不再有奸党了!”纣
王立刻依言竖立铜柱，将梅伯的衣服剥光，绑在铜柱上，顷
刻间烧得肉焦骨碎化为灰烬。这就是炮烙之刑。

妲己又说：“可以再制一个铜斗，也加火在里面。罪轻而不
至于处死的，就让他们手持熨斗，手足焦烂，这样可以区别
法律的轻重。”妲己听到犯人的惨叫，就像听到刺激感官的
音乐一样发笑。纣王为了博得妲己一笑，滥用重刑。于是纣
王立铜柱、铜斗各数十，置于殿前，凡有罪的大臣，即加此
刑。

他对待那些诸侯王也十分残忍。当时有不少诸侯不满于纣的
暴虐，那些奸佞小臣就把这种情况反映到纣王那里，纣王为
了加强统治，就任命了三公，让他们管领诸侯，这三公就是
西伯昌、九侯和鄂侯。

九侯领受了这个监视别人的任务，心里很不高兴，他对纣的
做法恨之入骨，但是又不敢不接受，他有个漂亮的女儿，看
到父亲整天愁眉不展，就向父亲打听原因，他知道父亲的心
病后，就说：“父亲别急，女儿可以帮助您解除烦恼，我有
办法去劝解纣，让他改变目前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九侯
就同意了。

九侯女儿来到京城，她的容貌使得纣王一见倾心。但是九侯
的女儿天生不是个风流货色，所以她不能满足纣的淫乐要求，



九侯的女儿的劝解，纣王根本不听，有一天，他干脆把她杀
了。

九侯知道这一情况后，心如刀绞，就求见纣王。九侯知道自
己早晚也会死在这暴君的手下，干脆豁出去了。

九侯在纣面前大胆陈言道：“你这个昏庸的君王，现在国家
老百姓都给你逼到了死亡的边缘，我的女儿完全是为了社稷
来劝解你，你反而杀了她……”可怜九侯的话还没有说完，
纣王就命令手下拖出去杀了。

中国历史读后感篇六

《中国大历史》的作者黄仁宇以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
来解析中国历史。之所以把它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
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
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影响到13亿中国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
行。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从道德的
角度检讨历史，它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
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他以短短的
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
实在需要很强的取舍功夫。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
于历史的人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
大历史之所以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黄仁宇一改以往中
国历史学家的著述历程，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
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
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他是以一种全新
的手法，从长远的社会、经济、财政、社会思想、官僚制度、
地理环境等多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的脉动。在历史的图景
中为我们描绘出了历朝历代的大政治，大财政，大文化，大
军事，大法令，而这些都是我们历朝历代兴衰的根本所在。



在著作的意图上，作者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
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又前后连贯的纲领。
在文字中，他还加了很多与欧美历史的比较，然后去做进一
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
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状态描述，并
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因此，我们
不必要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要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
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对历史
的好奇心。同时也能够在其中给我们更多的借鉴。

《中国大历史》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
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
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
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它不
以一种民族狭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
是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或者放
在西方观点下来评价。黄仁宇一直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因
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观点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历史书籍的原因所在。

历史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历史转向的背后，都是政治、社会
等诸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历史是需要客观评价的，这点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尤难做到，因为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或多
或少会添加自己的主观成分，但是当你读了这篇书以后你就
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生动，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书式的
罗列，将历史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今日的现实有着很
好的借鉴意义。相对于今，当代的许多重要事件，在宏观历
史来看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将视野拉开，许多历史上经历
之事在今日仍然存在或发生。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官僚体
然依然存在，读古验今、令人惊诧。

《中国大历史》成功之处是黄仁宇把专业的历史知识写成了
趣味读物，却又蕴含历史沉重感与深刻的历史的反思。特别
是书中对当今社会的预言的兑现让我们佩服不已。由此也实



现了历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鉴今。《中国大历史》对我的
影响力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轮回，
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人生大历史”中来看，最大的收获便是
领悟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的生命极为渺小，因此对于生
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