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論《國史大綱》與歷史發展
1
 

一 錢穆先生的歷史精神 

民國二十六年（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錢穆先生從北平撤退至西南大

後方，此時是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時節，錢先生手頭資料不充足，地處僻

陲的情況下完成《國史大綱》。時至今日，很多學者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

形容錢穆誓承接傳統文化的氣魄。筆者有幸畢業於錢穆先生開辦的新亞研究

所，自涉獵中國歷史開始，已是以錢穆先生的作品作引導。本文不獨為錢先生

搖旗吶喊，且滿懷對家國之感情，在這史學發展至歧路的情況下，再加思考。 

《國史大綱》幾成為亡國者的作品，若說此書的重要，我會以司馬遷完成

《史記》的心來形容此書：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

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

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

自見。…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2。 

 

上列每部流傳後世巨著的作者都是處身憂患逆境中，幾置於喪命無助之境，

才能完成偉業。錢先生處身的國家環境，正正是存亡之際。他寫《國史大綱》

時的矛盾：「 

 

抑余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為割裂穿鑿之業者，必將執吾書之瑕疵，以苛其

指摘，嚴其申斥，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薄通業者之燄，而為國史前途之

                                                        
1 本文內容，部份取自作者已發表的其他論文，讀者留意。 
2 (漢) 司馬遷：《報任安書》，見(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

1964)卷六十二，頁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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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

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3 

 

錢先生希望振奮國人對國史的興趣，從中了解中國為何有當時的國勢及社會

現象。他推崇司長光，退而著作《資治通鑑》，司長光政治上不能發展自己的

抱負，就以著史將自己對家國的期望與見地，表達出來，可謂費盡心神，無非

重新興起國人對國家的信心。錢先生說：「史學在中國，一向成為一支盛大光

昌的學問，中國人一向看重史學，可謂僅次於經學。」4 

 

幾千年的歷史，沒有間斷，《國史大綱》貫徹中國各方面整體的發展與變

遷，中間闡述其變遷的原因，發展的利弊，可謂別具心得卓見。清代著名學者

龔自珍說：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網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

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5。 

 

國史之重要，關乎國亡家破，不可不慎。當年出版，遇到阻礙，有論者認為偏

頗，偏重愛國思想，殊不知生死存亡之間，些種喚起國民對中國的信心，是難

能可貴，是真知灼見。 

王晴佳曾在《台灣史學五十年》： 

  

1960 年代以後，錢穆在台灣學術界和史學界的影響也日漸顯著，其突出標

誌就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從那時以來常被各校歷史系用作大一的通史教

                                                        
3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台北：商務印書館，2006)，頁 33。 
4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 (台北：學生書局，民 66 )，頁 14。 

5(清)龔自珍：《定盦續集》(北京大學藏同治刻本，有錢塘吳煦序) 卷二〈古史鉤沉論二〉，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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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對那些初入史學之門的莘莘學子來說，錢穆的文字顯得有些古奧，對書

中所闡述的微言大義和時世背景也不甚了了，但作為他們進校以後所接觸的

第一本專業歷史書籍，其思想影響可以說是潛移默化、細長久遠。…  

錢穆《國史大綱》成書於抗戰期間，自出版即佳評如潮，顧頡剛在《當代中

國史學》中說此書是當時所有通史著作中創見最多的，1947 年嚴耕望出版

《治史答問》，在書中稱讚此書，「章節編製與一般通史書迥異，內容尤多

警拔獨到處，往往能以幾句話籠照全局，精悍絕倫」，而此書在戰後台灣的

歷史系課程，特別是在中國通史課堂上，《國史大綱》仍是重量級的讀物，

延續至今，依然如此。6 

《國史大綱》是台灣入讀大學第一本對中國歷史全面介紹的書籍，嚴耕望

先生稱贊是「內容尤多警拔獨到處，往往能以幾句話籠照全局，精悍絕倫」。

錢先生曾擔憂中國歷史如何走下去？他曾問章太炎：「現在是廿五史，下邊該

怎樣？」章太炎沒有答。錢先生說自《尚書》後有《春秋》，自《春秋》後過

約一千年有《史記》，自《史記》後二千多年，從沒間斷，原因在哪？中國

人！應好好思考此問題7。中國人歷史的路，又該如何走下去？ 

本文討論錢穆先生對中國歷史的信念，及闡釋錢先生所說政體三級演變：

由封建而躋統一；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的政府，而為士人的政府；由士族

門第再變為科舉競選等三個方向討論中國歷史發展。此三項，實具中國歷史的

發展獨特形式，亦是摶成現代中華民族的原因。  

 

                                                        
6王晴佳：《台灣史學五十年》(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 
7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星星出版社，年缺)，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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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讀國史的信念與認知 

錢先生說國人要對國家產生感情，首先必須認識本國歷史，因認識而產生

感情：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

族 與國家歷史所由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

免 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8 

 

  我們對過往的光榮歷史，悲傷歷史要同樣有感覺，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

錢先生說：「歷史便即是人生，歷史是我們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經

驗。歷史本身，就是我們人生整個已往經驗。」9因此，歷史就是生命，生命不

可能由半中間切斷，我們的今天，必定與昨天有關。10沒有了歷史知識，就沒

有了民族生命。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開宗明義說出國史的重要11： 

1.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

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

識的國民。) 

2.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

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8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25。 
9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香港：人生出版社，年缺)，頁 2。 
10 同上註，頁 5。 
11 錢穆：《國史大綱》，頁 1〈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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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

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

處足以使彼滿意。) 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

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 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

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4. 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

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

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

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錢穆先生鄭重的說，國人必須對國史有基本認識。讀中國歷史，要對國家

歷史有溫情，有尊敬的心。每個歷史時期也可能出現暴政或外來民族的壓迫，

都有著他的時代因素，我們不應因此而對中國幾千年文化而產生懷疑，甚至厭

棄。現時處於弱勢的國家，不等於以往的歷史毫無價值，反之，要思考古往今

來變遷的因素。不可因此而對古史譴責或自譴。倘國人對本國歷史有認識，這

亦是國家興起之始。筆者自少聽老師說歷史故事，每每對古代聖賢悠然生尊敬

之心。 

 

其次，是要分清楚「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的分別。民族國家已往全

部之活動，是為歷史。記載此活動的材料是歷史的材料，而不是歷史的知識。

錢先生強調： 

 

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

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

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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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知。」(見《國史大網》‧引論) 

 

後來的學者必須從歷史材料中，尋求歷史知識，若放棄歷史材料，而妄稱史

識，無疑癡人說夢。結論是「史識」必從「史料」始。讀歷史而沒有史識，若

只在材料上打滾，是本末倒置。 

 

錢穆先生分析中國歷史的特色：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

傳 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

 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

 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

(春 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

年 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

年。) 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

秋。)二曰 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

勝備舉。 (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

族分子最復 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

博大成正比， 則我華夏文化，與并世固當首屈一指。12 

 

                                                        
12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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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特色有三：悠久、無間斷、詳密。這是本國史彌足珍貴之處，亦

是有異於他國歷史的不凡處。故此，研究歷史是求其「異」及求其「同」。

「求其異」是從歷史的狀態及特性而知道其變之所在，而看出整個文化的動

態。再從此動態的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求其同」是尋找不

同時代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

13亦可謂民族發展的命脈。 

中國歷史人事之間，以人為主，事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於其事

者」14。人有賢奸，事有褒貶，褒貶乃中國歷史之要綱。撰寫歷史，就負起評

定人物的責任，亦是定立民族道德方向的推動者。(宋)鄭樵撰《通志》要地下

無冤人，(宋)歐陽修評馮道是「其可謂無廉恥者矣」等，都是為社會的道德要求

作前導。 

歸納學習歷史的重要性，最少有下列三種社會功效： 

(一) 崇敬本國歷史偉人。我們從歷史認識到偉大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老

子、莊子、韓非子等等，他們的思想作品令人沈呤低思，開啟我們腦內多

少疑難之門。看看百夷、叔齊，至死不食周粟，不是固執，而是我怎能原

諒滅了我國家的民族？不管你的原因是如何的高遠，如何的「弔民伐

罪」！單單這一節歷史，已是道德與現實之爭，這裡就是道德教育。剌秦

荊軻、斷舌顏昕、碎齒張巡，還有上疏明世宗的海瑞，正氣直趨這墮落皇

帝，不得不抱頭而痛。沈鍊當眾罵嚴世藩，雖然落得人亡家傾，但士人傲

骨，處處可見。清代燒車御史謝振定，剛氣迫人，惠及子嗣。徐錫麟的剮

心，秋瑾的斷頭，每個歷史故事都令我們低迴歎息，卻又重凜節氣。他們

是我們的先輩，是我們民族的英雄。的倘若這些前賢，是我們後輩的典

範，又何愁不出現為國為民的來者。 

(二) 定立道德價值觀。傳統是「立德、立功、立言」。道德價值是全個民族的

依持點，亦是民族精神靈魂的所在。立己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等道德價值，把整個民族連繫，就是出於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是

否偉人？是考慮其行為影響之深、遠及廣。能否為大部份人謀取幸福，為

百世定太平？歷史教學所選取人物的行為，就是教育整個民族道德價值的

關鍵，不可輕忽。我們不能崇拜秦始皇，因為他的出發點不是民族，而是

自己的家族千秋萬世的統治。鐵木真以屠城作掠奪城邑的恐嚇手段，以屠

殺滿足自己的英雄感。這些人，能算是英雄嗎？ 

                                                        
13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1。 
14 錢穩：《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三聯出版社，2002)，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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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國家民族，因應時代變化，設定制度與改革。政制的改革、經濟的變

遷、選仕的方式等等，若一成不變，就會出現鴉片戰爭後，國家受盡欺凌

的情況出現。現代讀史者，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為國家尋求可行的

出路。 

 

三  由封建而躋統一  

 

中國歷史自黃帝傳說始，有四千六百多年，當然可以用「悠久」來形容。

由封建至統一，是趨勢。西周封建本是耕稼民族之拓展，與游牧民族本無衝

突，因兼併出現，游牧民族承機侵擾。霸主之出現，除維護周天子顏面外，是

穩定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宗法封建，漸漸趨向戰國時的新軍國，軍功亦代替貴

族的專政。論者往往以「專制」評論中國政體，卻不知中國自秦漢以來乃非一

家一姓之力能專制：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

眾 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

屬， 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

割宰製 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

軍功封 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15 

 

錢穆先生認為，秦以前，可以用「封建統一」來形容，而秦以後，可以說

是「郡縣統一」。16政權開放，平民弟子可因才能、軍功，晉身統治階層。同

樣，社會上的井田徵稅方法，轉為「履畝而稅」。春秋時期的出現，文化上是

一大成就。外交上文雅風流，戰爭中仍重人道、講禮守信。儒、墨兩家之興

起，影響深遠。孔子從歷史的觀念出發，追隨文王、周公的禮法。從人道的觀

念出發，提出天命、性、仁、孝、忠恕等觀念。墨家在理念上是反對儒家的

禮、樂奢侈觀念。同時，亦反對儒家的其他觀念，提出「兼愛」、「天志」等

理論。根據錢先生的理解，「以下戰國學派，全逃不出儒、墨之範圍」17。 

                                                        
15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4。 
16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頁 20。 
17錢穆：《國史大綱》，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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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說此演變，於秦漢已完成。此統一大業，亦非常壯烈。見於春秋

的國家名字約五十多國，若以左傳紀錄計算則約百七十國。從列國內亂，戎狄

入侵，如此則各地戰爭是無時無刻的發生。從戰國七雄，至秦統一天下，整個

民族多在水深火熱中。 

戰國二百四、五十年的歷史，出現一次貴族統一局面，始皇二十六年(元前

221)滅六國而統一。卻在短短十五年的統治期，由平民出身的漢高祖，開創史

無前例的平民稱帝。西漢劉氏執政二百二十一年，新莽居攝十八年，再由劉氏

掌政九十六年。 

秦的統一，劃定了中國的基本版圖。其有功於後世者，廢封建、行郡縣、

墮城郭、夷險阻、築馳道、建長城。最重要是統整各地有異的制度、文化、風

俗，使中華民族形成初步面貌。錢先生認為，秦乃貴族敗氣的延續，是進入平

民治國的過渡期。
18
 

漢之統一，制定稅、役、賦、貢的規模。農民出現土地所有權的觀念，繼

而產生與統治者的臣屬關係，對國家又生義務感。 

在此特別提出，封建至統一的歷程。封建，在中國歷史上最簡單的解釋是

「封疆建土」，即分封。戰國時已出現郡縣制，秦統一，實行郡縣制。漢初立

國，為便利統治，推行郡國制，文景以後，基本上地方封國已無實權。 

試討論中西封建的不同。至於西方封建，主要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

期。上古史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是現代國家興起以

後。部份學者很籠統的說中國是封建社會，錢穆先生曾撰文闡釋。「封建」是

日本人用來譯 feudalism 的，是馬克思用 feudalism 描述中世紀的歐洲。若據此

來描述中國社會的發展，未免不太準確，往後很多學者更改原始「封建」的含

義來解釋中國社會，例如將戰國至清代全稱古代封建。錢先生在《國史大綱》

再申明此謬誤： 

 

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

固 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 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

 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

已 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

                                                        
18錢穆：《國史大綱》，頁 127：「秦之統一與其失敗，只是貴族封建轉移到平民統一中間之一

個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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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睹，喑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

之 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

病 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

莫 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

日， 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瓶，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

也。19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可稱為「宗法社會、氏族社會，或四民社會」20，

更闡明「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

此不足言『封建』」。21更實言中國行宗法社會氏族社會，數千年未變。西方近代

是民主政治，中國自秦迄清是皇帝統治，若硬說這是「專制政治」，未免強將西洋

人的分類，加入中國歷史內。22 

筆者數十年前亦因錢穆先生之言，於報章撰文分析東西方封建之不同。所得結

論是歐洲自封建後，歐洲大陸未見統一，單以日耳曼民族來說分別成為挪威人、丹

麥人、瑞典人、冰島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瑞士人等等。但中國自秦漢以後，

基本上是統一的國家，足以證明兩者的發展完全不同。中國史最突出的一點是，侵

略中原的外族，漸漸融人中國，成為中國人。 

 

四 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的政府，而為士人的政府 

錢先生說士人政府完成於東漢，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有關

士人政府的建立可參看《國史大綱》〈第八章：統一政府文治的演進〉。秦、

漢立國均以軍功為獎賞標準，成為政府的上層統治者。其次的官僚，多以郎、

吏出任。無疑，新興的貴族階層仍是以出身為依據，有廕任，指二千石以上，

                                                        
19 錢穆：《國史大綱》， 頁 6。 
20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台北：東大出版社，2008) 。 
21 錢穆：《國史大綱》，頁 21。 
22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頁 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A%E5%A8%81%E4%BA%BA/13343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9%E9%BA%A6%E4%BA%BA/4105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9%E9%BA%A6%E4%BA%BA/4105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5%85%B8%E4%BA%BA/5606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0%E5%B2%9B%E4%BA%BA/45826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6%84%8F%E5%BF%97%E4%BA%BA/20241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5%9C%B0%E5%88%A9%E4%BA%BA/13343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5%A3%AB%E4%BA%BA/55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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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事三年可廕子一人為郎；貲選，指家貲滿五百萬，可為常侍郎；特殊技能，

指戲車、善御、文章見用，地位多不被重視。 

漢代的文治思想肇端於賈誼，他提出闡揚文教，針對時弊施政。其議論是

從法律刑賞而轉向禮樂教化，由法而轉向儒家思想。 

漢武帝從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士人政府之方有

五，一是立五經博士，令學者從方技雜流漸次轉向從事研究政治、歷史的方

向。二是公孫弘議立博士弟子員，此開文學入仕的途徑。三是郡國長官察舉

屬吏之制度實行，建立士人有機會進入中央體制之途。四是禁官吏營商，裁抑

兼併。五是打破封侯拜相之例，減低由一階層獨佔高位的局面23。自此以後，

士人政府出現，公卿朝士，名儒輩出。錢先生對此現象的評價是「自此漢高祖

以來一個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素樸的農民政府，現在轉變為代表一般平民社

會的、有教育的、有智識的士人政府，不可謂非當時的又一進步。」24錢先生

對漢武帝定立的選舉制度，有如此的見解： 

中國自漢武帝以後便變了。當時定制，太學畢業考試甲等的就得為 郎，

如 是郎官裡面，便羼進了很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卻不就是貴 族子弟。

至 於考乙等的，回到本鄉地方政府充當吏職。25 

 

漢代選舉之途有詔舉賢良方正，不定期煮及舉孝廉。應舉者，須參加中央

考試，貴族與郡縣官吏均可推薦人材。如此，由中央至地方，均由知識分子治

理，成就了士人政府，亦是大規模文人治國之始。 

 

五 由士族門第再變為科舉競選 

由士族門第變為科舉競選，錢先生認為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秦漢以軍

功為官，秦火後，平民任職政府，要以吏為師。漢代士人政府形成，是造就社

會上以儒家道德為依歸的社會風氣。然而，此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之關係，

逐漸建構出門第制度。錢先生認為士人政府在社會上的勢力表現在「清議」

                                                        
23 錢穆：《國史大綱》〈第八章：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頁 144-147。 
24 錢穆：《國史大綱》，頁 149。 
25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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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重要的是構成「門第」。經學入仕，造成累世公卿的出現，鞏固了士族

的勢力。地方察舉失去客觀標準，容易營私，請託報恩，層出不窮。錢先生形

容此情勢，為變相的封建。 

魏晉時，因察舉制度之逆轉，取而代之是「九品官人法」。此法當為權宜

之法，初行尚有可取處。地方士庶可直求出仕中央，升遷之權操於中正的「品

狀」。門第之勢已成，再立九品中正制，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

現象。高門望族，歷世為高官，寒庶則無寸進之途。繼之而學校與考試制度頹

廢，中央無任人之權，太學如何能進才。錢穆亦謂此時期是變相的封建勢力。

然而，門第自身力弱，以南朝土族為例，既不能奮勇對抗異族入侵，也不能重

整王朝，推陳出新。南朝侯景之亂，可謂盡掃門第之氣數。 

科舉設於隋代，隋文帝於開皇七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

隋煬帝再設「進士」和「明經」科，為後世所沿用。唐代選仕有三途：生徒、

鄉貢、制舉。所謂「制舉」是無定期的，而州、縣貢舉卻每年一次，科目殊

豐，除秀才、明經、進士外，又設明法、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等。由於

科舉制影響中國往後過千年的選仕制度，故特補上定立制度時的資料說明，王

定保《唐摭言》卷十五〈雜記〉記：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

士，明於理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

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

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

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通，敕選與理入

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

式。26 

 

所謂「貢舉」，指貢人與舉人二事。貢人指各州每年依規定貢上中央的應

                                                        
26〔唐〕王定保：《唐摭言》(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唐摭言〉)，瀏覽日

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5%9D%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B%E7%82%80%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B2%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7%B6%93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5%94%90%E6%91%AD%E8%A8%80/%E5%8D%B7%E5%8D%81%E4%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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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者，即所謂「鄉貢」。舉人有兩種情形，一是別敕令舉，一是官學（包括中

央的國子監與地方府州縣學）學生每年呈報尚書省應考者。一般來說，唐代科

舉分常科、制科，常科每年舉行一次，制科是由皇帝決定舉行日期。這樣的選

拔人才，錢先生認為此乃立國的大憲大法：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

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

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

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

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

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

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

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

為不情不實之談。27 

 

此制的用意，是以一客觀標準，挑選社會上的精英，參與國家的政治，消

融社會上階級之存在，令社會文化向上。此制培植人民對政治的興味及提高其

愛國心，成為一般平民出身及進入中央統治層面的制度。科舉制成隋唐至清

代，公平選仕的制度。不受地方官吏限制： 

 

此外則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書禮部舉行考試。 考試

合格，即為進士及第。進士及第便有做官的資格了。至於實際 分發任

用，則須吏部之再考試。28 

                                                        
27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5。 
28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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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稱科舉制度「這種公開考試足以打破過去的世族壟斷。」29同時，亦

是平民預政的制度。過去千多年的科舉中，出現狀元七百多人，進士超過十一

萬，不問出身，只問成績，是客觀與公平的選仕制度。錢先生據此，認為中國

秦漢以來就有民主精神： 

 

在中國史上，當封建制度之舊一統時代，即西周時代（下及春秋），早已

有一種民主思想與民主精神，散見於群經諸子…，即秦漢時代，而中國人

之民主思想與民主精神乃次第實現而具體化，制度化，成為一種確定的政

治標準。30 

 

此論在當代確是駭俗（錢先生語），他詳細解釋，約有兩端。第一是秦漢

時代，王室已與政府對立。天子是皇室代表，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行責任制。

錢先生舉例至宋代，闡明皇室行使王權，幾乎必須得到政府首肯才能實施。其

二是官員的來歷，大體而言，除元、清兩代外，官員大都來自民間，故政府人

員與王室關係，殊不深密，由何來君主專制？因此，錢先生得出的結論是「中

國傳統政治，既非君主專制，又非貴族政體，亦非軍人政府，同時亦非階級專

政」31。錢穆先生指出：  

 

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

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

                                                        
29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2000)，頁 125。 
30 錢穆：《文化與教育》(台北：東大圖書，1977)，頁 108。 
31 同上註，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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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

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

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

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

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 32 

 

自漢以後，以布衣入仕，官至丞相，實使民眾與政府逐漸接近。

又補充說，由漢至唐，在選拔人才方面是平等公正，才能形成以民為

主的國家。  

 

試看漢代選舉，唐代考試，對全國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對待，各地均有人

士平均參加政府。一應賦稅法律等，亦是全國平等。此等規模，豈能與現

代西方帝國之殖民地統治相提並論？ 

 

科舉，是公平的考試，可惜明以後以「八股」形式進行，使士人思想陷入

窠臼，甚至有學者認為明是亡於八股。然而，此論是集中其考試內容，而忽略

了考試制度。就算是現代社會，較公平的考選，還是考試。中國的選仕制

度，基本上是人人合資格即可應選，這是「天下為公」的概念，中國

士子，自然而然產生愛護感。 33 

 

六 歷史發展與民族融和 

 

中國以農立國，土地就是我國靈魂所在，中間包括倫理親情、慎終追遠、

關懷桑梓等情操。周公立封建，在河南建東都，再向東發展，建齊、魯二國，

使中原文化遠被。秦統一六國，派數十萬軍遠征南越，這些軍旅，混居於南

                                                        
32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4。 
33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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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成為客家人。東晉及南宋的北方文化南遷，摶成偉大的中華民族。我們經

歷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暴政，但不因此而失去作為中國人的資格。孫中山推翻

的，不是滿洲文化，而是帝制。從北到南，融和著同一文化體系，這就是整個

民族的血緣關係。 

一個民族之擴展與摶成，期間經歷之過程是極之痛苦。當中涉及民族自

尊、固有道德傳統、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結合，種族的仇視與接納。記得若

干年前，國內有學者提議將岳飛、文天祥等抗金、抗元之民族英雄剔出民族偉

人之列。原因是他們妨礙了民族統一，很抱歉說一句，有這樣理論的人，誤盡

蒼生。假若有一天，中國再受外國欺侮，我們反抗，就是妨礙地球統一大業

嗎？，是歷史罪人嗎？那當年的抗日英雄，是否妨礙中日友好關係的罪人？當

時的地域觀，國家觀及民族觀，與現代的觀念已有出入。假設這樣的理論成

立，我們對抗日本的入侵，是否成了罪人？道德教育就在歷史教學。滿洲人入

關時時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不能說不是民族仇恨，但滿洲人完全融入漢族文

化，共稱中國人。現在的漢滿關係與數百年前相比，不能同日而喻。 

再討論民族的發展。商紂暴虐，武王弔民伐罪，史書譽之為義戰。可是，

史遷將伯夷、叔齊列入列傳第一。商紂雖然暴虐，但外國入侵，也絕不可能接

受，最後伯夷、叔齊恥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太史公稱之為「義人」，並

指出周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伯夷、叔齊就是以商為本位，周是侵略者，怎

可以接受。 

秦漢成大一統局面，張騫、班超經營西域。張騫成鑿空第一人，而班超領

三十六人入鄯善國，用計擒殺匈奴使者，焚殺百餘人。又於疏勒國建立傀儡政

權，使漢朝聲威遠播。史譽之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亦是以漢人為本

位所寫的歷史。倘以國際視野而言之，則班超的行為，無異於行刺使節，干涉

他國內政。當時的國家地域觀念，會因時代進展與民族的融和，逐漸形成新的

概念。 

五胡亂華期間，五胡虐殺不少漢人，是漢人與外族的一次大衝突。石勒於

平城殲晉軍十萬、劉曜入洛陽，殺宗室士兵三萬多人。大小戰爭中，常出現滅

族行為，動輒殺人以十萬計，逼使大量北方人口南遷。這一次的南北融和，是

以鮮血和生命所促成，可以說是痛史。此時期，當以晉室為本位，五胡是入

侵。日後五胡與漢族混和，是歷史的發展趨勢。這就是逯耀東先生說五胡亂

華，屠殺漢人，但入主中原後，外族來侵，他們也保衛長城。 

現代中國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由外族而至承認成為中國一份子，中間有

幾多糾纏與戰爭。對國家產生感情，必先由認識開始，以國家為本位去看自己

的歷史才引起感情。我們仰慕我國對外開墾者，我們崇敬抗拒外敵英雄烈士，

我們景仰歷朝改革者，我們尊重道德學問舉足輕重的學者。 

近人研究國史，必須重視歷史作品，贊揚有高度學術成就，影響深遠的著

作及學者，如章太炎、梁啟超、柳詒徵、錢穆、傅斯年、顧頡剛諸先生等等，

都是眾所周知的大歷史學家。原因何在？就是我們相信歷史能喚醒我們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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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可以從過往的歷史中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去走的路。章太炎將之付諸行

動，推翻滿清，「中華民國」的稱號就是出自先生手。其他學者的作品，別具

深意，《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精神》、《古史辨》等等，讀者都要

細味。內裡是指出中國歷史的重心、意義、及從古史中以求真的態度作研究。

背後是要國民莊敬自強，尊重本國文化，對民族未來要有信心。 

 歷史解釋因果關係，給人類啟示。大部份歷史學家都相信歷史是面鏡子，

能看出國家發展的路向與艱險。可惜的是，歷史不斷重覆。防微杜漸，見微知

著，歷代均有大學問家，大政治家，為何政權會走向滅亡？是執政者的愚昧與

自私嗎？一涉個人私利，國家就漸向滅亡。 

 

七 歷史教學與道德 

歷史教學在道德教育層面的重要性，以秦始皇為例，始皇為人所稱道的政

策改革，包括西元前二二一年，結束戰國，使中國進入統一時期，實行郡縣

制；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道路系統等，整理經濟與交通；修築長城、運

河、馳道等，貫通南北，方便貿易運輸；擴大版圖，驅逐河套匈奴，南下平定

百越，基本上完成中華民族的國家雛形，並以長城內外界定華夷之別。所以，

有人認為，沒有秦始皇，就沒有後來的中國。 

當然，沒有氣魄與幹勁，不能完成以上的功業。但一個偉大的領袖，是否

只在於建設，而不是在於治國？一個偉大的領袖是否應帶領民眾安居樂業？始

皇其他政績：統一後，每年徵發民夫四十萬修建長城；發民夫七十萬在渭河南

岸興建阿房宮；《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國有「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

餘」，還有是「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建驪山陵墓，歷時

三十多年，每年動用民夫七十萬。 

據推算，秦滅六國後，人口約在三千萬左右。有學者認為，當時始皇推展

規模空前的大型建設，造就不少就業機會，類似後世以基建推展經濟。請不要

忘記，秦朝是以農立國，九成以上民眾是以農業為生。我們作個假設：三千萬

人中一半是女性，即剩下的男性勞動主力餘一千五百萬，如三分一為老人，不

用，三分一為小孩，不用，那餘下可供勞力建設者，只餘五百萬人。如果，幾

項大型建設，包括陵墓、長城、阿房宮，每年已動用約一百八十萬人建設。剩

餘的三百二十萬人，要養活三千萬人，平均約一個農民，要養活十個人。請

問：這個國家如何維持下去？漢初建國，人口約一千五百萬人，短短二十年，

中國人口少了一千五百萬人。能說始皇是偉大嗎？ 

孟子說：「雞鳴狗吠，達乎四境」，其實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生活，有

家禽家畜的聲音，境內安寧，得到飽足。而不是實踐一些自以為驚天動地，泣

鬼神的狂人意願，死千多萬人去建立自己千秋萬世的功業。 

據司馬遷《史記‧蒙恬列傳》記載：「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6%AC%E9%81%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2%E8%A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6%8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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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34。這些是功業嗎？實在說，現在的 8851.8 公里的長城，大部份是明代建築。

秦漢期間的長城，多隨時間湮滅。而明的長城，是由洪武至萬曆，經過二十多

次的增建而成。不是個人好大喜功，無論死多少人都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的殘暴

行為。無論當時死傷多少，始皇的長城，都成廢業。蒙恬帶三十萬軍隊驅逐匈

奴，蒙恬死後，匈奴又再次入境。一場大戰，竟然沒有理想的結果，政策之失

誤，全由始皇一人所致。 

史學家必然理解歷史趨勢，由封建至中央集權，是趨勢；由分治至統一，

是趨勢。不管是秦始皇、趙武靈王、楚懷王等等，只要滅六國，就必然是大一

統的王者，這也是趨勢。 

 

柳詒徵說：「蓋嬴政稱皇帝之年，實前此二千數百年之結局，亦為後此二

千數百年之起點，不可謂非歷史一大關鍵。惟秦雖有經營統一之功，而未能盡

行其規劃一統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漢行之。秦人啟其端，漢人竟其緒。」35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始皇為統一，建立規模。以國家長遠發展來說，功不可

量，但他的出發點，不是國家，而是自己的家族。 

 

領袖應有元素：是帶領人民安居樂業，而不是一個狂妄建築家。若要給始

皇下個結論，我只能說他是偉大的上市公司主席，偉大的家族領導人。他為自

己的公司，不惜摧毀成千上萬的家庭，掠奪無數人的財產而自肥；他為自己的

家族，不惜出賣上千萬的國民，維護本身家族利益，用現代用語，苟有利於其

家族，不惜當漢奸；為求其家族千秋萬世，不惜殺上億中國人。很可笑是，中

國部份嗜血歷史學者，發覺愈殺得人多，愈偉大，還可以找千種理由翻案！ 

賈誼說：「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36始皇真是那麼偉大，又怎會是短命皇朝。  

《史記》在二十四史中，被推為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司馬遷曾言：「且余

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

                                                        
34 (漢)司馬遷：《史記‧蒙恬傳》(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63)，卷八十八，頁 2565-2566。 
35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 
36 (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引〈過秦論〉，頁 2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8E%E7%8B%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8%E6%B4%AE%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BC%E6%9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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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焉。」37。司馬遷認為史學家的職責是將歷代有功德於民族國家的人物記

載下來，對道德高尚、學問淵深的聖賢學者，要留下他們的心跡，成為後世的

楷模。倘失去此功能，則是史學家的大罪。《史記》在漢朝，不甚流行，沒有

學者加以註釋闡述。原稿在西漢後期散佚，現存最早版本，應是六朝時期的殘

卷，藏於日本。 

班固評《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

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38原因是《史

記》不合當時政府所推的道德標準，不特別宣揚儒家思想，贊美崇尚正義的遊

俠，欣賞工商業致富的奇才。因為不能成為當權者的宣傳品，這就被當時政府

及士大夫所忽略。 

中國古代政府非常害怕私人著述歷史，私人著史，隨時招致殺身之禍，因

為私人著述會將當權的醜惡載於史冊。所以，我們看二十四史所記載的皇帝大

都是天縱英明、智慧高超、道德無倫的聖人，每次看見歷代帝皇的廟號，我都

有點「太過份」的感覺。 

現代歷史教學，減弱了道德的元素，著重史事的正確性，再加以現代道德

的評判。但無論歷史教學如何的變，也不可忘記史遷所說的史家責任。陳勝被

列入世家，是平民反對暴政的首義，足法於後世；孔子列入世家，喻其萬代而

不衰；呂后列入本紀，是明確了她的統治實權，諸事評論見於《太史公書義

法》39。一褒一貶，皆有所據。往後的正史中，誰人是循吏，誰人是酷吏，都

反映當時對官員的要求。 

北魏孝文帝漢化，使漢族與鮮卑融和，固然有益於民族統一，但相對於鮮

卑文化，可以說是一次災劫。馮道歷五朝八姓十三君，被稱無恥，但他大規模

官刻儒家經典，不過問財政軍事，又是另一個存著爭議的歷史評價問題。 

歷史，第一考慮是史事內容正確與否，第二歷史評價中肯度。評價是非常

重要的，因為這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道德標準，也看到普遍價值觀。同時，亦是

政府推展社會道德趨向的工具。西漢流行五德終始說，王莽因勢居攝帝位。不

論他的弊政如何，他曾是數十萬人擁戴的賢士，終生儉樸。假設王莽成功治

國，又會是另一新局面。王莽被稱「篡漢」，並以「偽」稱其人，都與東漢崇

尚節氣的社會氛圍有關，這些都歷史教學的難處。 

再者，歷史編寫的一字一句，都可以具有巨大的意義與影響力，例如，是

黃巢起義，抑或是黃巢之亂；是流寇之禍，並是流民之變。足以反映編寫者的

                                                        
37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零〈太史公書自序〉，頁 3299。 
38 (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卷六十二，頁 2737-2738。 
39 (清)孫德謙：《太史公書義法》收在劉咸炘：《四史知意》(台北：鼎文書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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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態或當權者所希望灌輸的概念。鄭樵曾說：「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

人」，說的就是真實地面對歷史。 

歷史，不單重視史實，亦是道德教育。筆者感到憂慮的是，國人對道德的

掌握與衡量，好像失去了標準。 

 

原載於《新亞論叢》202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