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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吕思勉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再版了“史学四
大家”之一吕思勉的代表作《中国通史》（全
景插图版）。新版增加了插图，优化了版本，
丰富了图注，精校精编，力图给读者呈现一
个精美、丰富又便于读者阅读的版本。
吕思勉在中国史学界是一位传奇

人物，他是一百多年来第一个研读二十四
史三遍以上的学者，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著
述中国通史的学者，也是唯一一位用两种
体例写过中国通史的学者，被誉为“开通
史著述新纪元”的学者。其研究涉猎领域
极其广泛，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
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
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等方
面，都有专门的著述问世。
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原名《吕

著中国通史》，完成于1939年，是抗日战争
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吕思勉为适
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教材，条
理清晰，见解独到，成为读者了解中国历
史的经典读物。原书分上册（1940年）和下
册（1944年），现合为一册。上册18章，以文
化现象为专题，讲解古代婚姻、官制、衣食
住行等方方面面；下册36章，按时间顺序
叙述中国政治的变革、历朝历代之史事直
至民国开创。《中国通史》自出版以来，畅
销七十余载，重印数百次，以丰富的史实
和流畅的笔调，浓缩了中国五千年历史，
可谓阅读中国通史的第一选项，对读者初
步掌握中国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
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
有很大帮助。
吕思勉研究历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

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

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
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
法。其所著《中国通史》，取历代正史作基
础材料，以传统札记法为基本手段，通过
史料的缜密对比与通贯条理，发掘曾经遮
蔽的史实，以获取前所未见的新知。此外，
不像一般史书偏重时间线抑或围绕帝王
将相，《中国通史》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
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
《中国通史》自问世以后便受到学界
的一致认可和推崇：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
家、民俗学家顾颉刚称：“编著中国通史
的，容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
解……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
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
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则认为：“论方面广

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
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
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

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吕思勉编写
《中国通史》，不仅是为了当时大学教学
上的需要，更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
的经验，用来指导今后的行动。正如他
在绪论中所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
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
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
可以有所启示。”

《邱园的故事》
[英]林恩·帕克 基里·罗斯–琼斯 著
陈莹婷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本书不仅全面展现了邱园的历史，
更通过摄影集的形式，试图讲述一个充
满爱的植物园的故事。对一些人来说，它
能唤醒大众对一个众所周知的地方深情
的记忆；但对其他人而言，它将带领读者
第一次认识邱园。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在1840年变成
一个公共机构，从此进入发展盛期，摄影
技术也于彼时兴起。通过这本书，我们可
以见证它们的发展历程。摄影技术是在
19世纪上半叶普及开来的，它从发明
家——— 英国的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
博特和法国的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
的实验中诞生。随着这项新兴技术的蓬
勃发展，照片逐渐成为记录一个快速变
化的时代的理想工具，福克斯·塔尔博特
最初便用它来充分发挥自己探索植物的
热情，人们发现他的“光晒成像”技术最
初的主题即“花朵和叶子”。
本书以邱园的景观和建筑建造为主
线，描绘出邱园发展成一个大型公共机构
的历史轨迹，还讲述了许多邱园职工和访
客视角下的故事。这些照片有不少之前从
未面世，借由本书，我们很高兴向广泛的
读者群分享它们。这些照片记录了邱园经
历的扩张、繁荣和灾难岁月，同时本书通
过描述邱园与英国殖民地的联系及其对
全球矛盾和战后余波的回应，将这座植物
园置于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考量。
邱园系列的摄影照片来源广泛，从

商业明信片到探险相簿应有尽有，散布
在档案文件和艺术收藏品中。邱园的第
一位官方摄影师杰拉尔德·阿特金森于

1922年开始在植物园工作；之前，邱园会
委托自由摄影师来根据一系列实际用途
给植物园拍摄照片，照片还会被制作成
明信片和出版物的插图，如《邱园协会杂
志》。1928年涌现的照片数量最多，因为邱
园从摄影师爱德华·沃利斯那儿购买了
5000张底片，如今这批照片成了该历史相
册的主干。20世纪60年代，邱园成立了一
个摄影部门，该部门一直在为邱园的照
片收藏贡献着新的资料。
19世纪，随着摄影新媒介兴起，植物
学家终于能够借助新兴手段来记录他们
的经历了。早期的摄影设备都很笨重且
难以携带，玻璃底片容易受损、曝光和遭
受虫害，相机本身也容易受潮。尽管后来
设备变得轻便，也更容易使用，但仍遗留
了许多相同的问题。尽管绘画一直是植
物猎人创作的重要工具，也是记录标本
的首选方式，但带回的照片却能带领我
们见识野外生活的面貌。
在邱园的经济植物博物馆及后来的

园艺学校，相册也曾是一种重要的教学工
具。这两地都积攒了丰富多彩的图像资
料。园艺学校的幻灯片库涉及园艺实践和
学生生活的场景，而博物馆的图像集则囊
括了私人拍摄的殖民地植物园照片、由政
府官员创办的种植园和一些经济作物的
记录，以及相关产业的宣传资料等。
为了生动地展示19世纪和20世纪邱
园的历史面貌，我们从邱园的数千张照
片中精挑细选，做成了这本摄影图集，书
中的照片记载了邱园的重大变化和事
件。这些变化和事件，推动着邱园从一个
小型私人的皇家植物园成长为今日全球
闻名的国际科研中心和重要景点。

吕著《中国通史》

新推出全景插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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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上的邱园植物
□[英]林恩·帕克 基里·罗斯–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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