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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20世纪*权威、发行量**、*受欢迎的中国通史！

　　*快速、*系统、*经典的国史教材，了解中国历史公认的权威版本！

　　2.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史学四大家”，在学界与大众中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本书是史学大家吕思勉的经典传世之作！

　　3.本书堪称“中国历史大百科”，了解中国通史，读着一本就够了！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也是吕思勉先生的第一部通史著作。1923年9月出版，此后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发行量*、最受欢迎的一部中国通史。

　　本书以历史事件为经，以经济、文化、社会制度、风俗为纬，详细地记叙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制度变迁、社会风俗更易、疆域的变化和文化的演变等，内容极为丰富。一书在手，中国历史全知道。

　　本书原名《白话本国史》，此次出版，改名为《中国大历史》。为方便读者阅读，将繁体字转化为简体字，史料和文字做了精细校对，书中的民国纪元改为公元纪年。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生于江苏常州，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著作宏富，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等，于通史著述中颇有开创之功，影响深远，流传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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