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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历史通解”（第二期）学分课程招生啦！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立 项 号：22069363005】 

 

 

【课程目标】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历史对于国家与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作为普通的学习者，提起历史时

可能更多想到的是历史长河中的某些事件与人物。然而，点线式的对史实的了解终难形成全面而深刻的史

识。学习历史究竟是为了什么？中国何以成为中国？如何理解我们这一文明形成的底层脉络与核心底色？

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史实拼凑就可以回答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

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历史教育不仅仅是回答国家、文明等宏观问

题，也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格养成、思辨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史通解”以历史宏观问题为关切，以微观细节为补充，从制度文明到意识形态，从正统与道

统到信仰体系，纵横五千年，通古今之变。清华教授与你一起深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脉络，展开对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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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底色的思考分析，在理解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同时，让历史之美启迪当今，以思想之力振奋精神，不断提

升个人思辨能力与思考深度，拓展视野格局，成就更好的人生。 

【课程介绍】 

“中国历史通解”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推出的单门继续教育学分课程，依托清华大学资源，参照清华

在校生培养标准，精心设置教学内容及参考书目，由清华大学在校生担任助教，以学分作为衡量学习成果的

基本方式，将线上教学、讨论、读书会与线下实地研学有机结合，实现全程师生互动，确保教学深入有效开

展。 

本课程以历史时间为纵向线索，分八大主题横向展开。通过线上授课、阅读书籍与读书会等方式，依

次深入研究并讨论中国古代的制度文明、意识形态、信仰体系、正统与道统、以及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的种种

趋势等核心问题，多角度展现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样态与魅力，引导学员跳脱刻板的历史记忆，把握历史深

处的特征脉络，感悟历史的魅力与中国文明的底色。 

课程教学目标： 

➢ 学习者在完成全部教学内容后，能够对历史学有一定的了解与感悟，明晓史实与史识的区别，对复杂问

题与历史事件的判断力与理解力有一定提升； 

➢ 能够较为深入细致地对经典书籍进行梳理与分析，提高阅读与写作水平； 

➢ 能够对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历史文明的特点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与体察，拓宽思考与判断的视野。 

【课程大纲】 

第一讲：中华文明的曙光 

1、绪论，什么是历史学 

2、中华史前文明——英雄传说的价值与意义 

3、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定于一尊前的斑斓与辉煌 

第二讲：秦始皇统一中国——集伟大与暴戾于一身的君王 

1、统一制度 

2、统一文化 

3、秦的暴政与秦的灭亡 

第三讲：中央集权的制度文明 

1、以自耕农为主的多种经济制度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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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一统的政治制度 

第四讲：正统与道统——集权统治的合法性 

1、政统：政治的合法性 

2、道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3、政统与道统的合一 

第五讲：礼仪制度——社会稳定的制度保障 

1、礼仪的繁复 

2、礼仪的地位——社会秩序 

第六讲：自然论与多神论的信仰观念 

1、自然论的信仰世界 

2、多神论的信仰世界 

3、祖先崇拜 

第七讲：儒家为主、儒道法释合一的意识形态 

1、汉代儒道法的合流 

2、宋代儒释合流的完成 

3、各家在意识形态中的主要作用 

第八讲：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的种种趋势 

1、十七世纪思潮的意义 

2、市民社会形成与小说的勃兴 

3、乾嘉汉学的科学精神 

4、古学复兴与西学传入 

5、近代化的歧途 

6、科学的权威与科学的局限 

【部分思考题及参考书】 

部分思考题： 

历史与历史学的同异 

秦朝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有哪些 

中国农业先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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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与周边的关系 

华夏的界定 

科举制度的优劣 

东西方维系社会秩序的不同方法 

中国人信仰世界的特点 

部分参考书目： 

《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剑桥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哈佛中国史》中信出版社 

《讲谈社 中国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许宏《何以中国》三联书店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三联书店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 

孙机《从历史中醒来》三联书店 

翦伯赞等《中外历史年表》（校订本），中华书局 

注：授课内容安排及讲义如遇调整，以实际为准。 

【任课教师】 

 

 

董士伟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592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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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 报名时间：2022年 5月 28日起 

➢ 授课时间：2022年 6月 25日—2022年 10月 15日 (注：时间如遇调整，以实际通知为准。) 

➢ 授课方式：线上直播课+线上讨论（如疫情好转，会安排 1-2次线下课程，并同时在线直播） 

➢ 助教安排：清华大学在读学生参与辅助教学、互动交流、答疑等。 

➢ 课堂教学：课堂教学 32学时（合计 2个继续教育学分），互动式教学 12学时。 

➢ 课外学习：学习者需在课前或课后投入一定时间用于阅读讲义、了解参考资料、与教师及助教交流互

动、完成课后作业及撰写论文等。 

【考核要求】 

➢ 课上考勤 20%：每次课考勤，不得超过 3次请假或旷课，否则不予结业。 

➢ 平时作业 30%：每位同学根据教师要求提交 2 次课堂作业，1 次 10 分。作业以文件形式在规定时间内

发送至指定的教学邮箱，由教师进行评分。 

➢ 期末考试 50%：课程论文形式，题目自拟，3000--5000 字左右，由教师进行评分。课程论文随机抽取

10%，本人参加汇报答辩，教师提问抽检。 

【招生对象】 

社会各界传统文化爱好者、文史学科师生。（本课程与本科招生无关） 

【报名申请】 

报名方式： 

1、移动端扫二维码进行注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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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C端报名登录地址: 

http://ying-web.campcenter.cn/479205eb2dbf48fcbbeaee710a9b9d24 

【学习费用】 

学习费用：5800元/人，（包括课程费，教务管理费，证书费等，参考书自行购买，不含学习期间产生的食

宿交通费用。由清华大学开具《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本课程开课后不予退费。 

【缴费方式】 

汇款支付： 

收款单位：清华大学  

帐 号：0200004509089131550  

开 户 行：工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附言/用途：请在附言栏中注明“22069363005+学员姓名” 

【证书颁发】 

完成全部学习任务，经考核符合条件的，由清华大学终身教育处统一颁发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历史

通解”（第二期）证书，加盖“清华大学继续教育证书专用章”，另附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分课程成绩单。

可登录清华大学继续教育与认证网站进行课程证书查询，网址：

http://thtm.tsinghua.edu.cn/cms/zscx/index.htm 

 

 

http://ying-web.campcenter.cn/479205eb2dbf48fcbbeaee710a9b9d24
http://thtm.tsinghua.edu.cn/cms/zscx/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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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感言】 

王秀： 

去年有幸参加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董士伟老师《中国历史通解》这门课程，因为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比

较零散，开始还担心不能适应清华大学课程的高度，但董教授把枯燥的历史讲的津津有味，通俗易懂，特别

吸引人。这个课程，让我系统深入的学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脉络，展开对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深刻思

考，很多原来不理解、想不通的问题，通过听课都得到了解答，尤其与老师同学的讨论，以及结业论文的构

思完成，让我的思想得到升华，收获颇丰。 

清华教授和老师们敬业、谦卑、对学术的严谨也让我非常震撼。群里很多同学会针对课程提出各种问

题，助教老师都很及时地予以答复，对于我这种入门级小白的帮助非常大。 

我特别喜欢班级的学习氛围，同学们在群里切磋知识，深入交流，不知不觉间，学习已经成了一个习惯。 

今天课程就要结束了，我突然有一种戛然而止、怅然若失的感觉。希望以后继续参加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的类似课程，弥补自己年少时未能上清华的梦想。 

 

赵湘： 

《中国历史通解》系列课程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董士伟老师主讲，从英雄传说时代开始讲起，到系统地

剖析中国古代集权政治的特点，深入浅出地带领大家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学习历史，不应停留于了解历史大

事件或者杰出历史人物，历史作为解释性学科，更意味着应当从何种角度看待我们的过去，看待我们的文

化。对于我而言，学习历史像是一场寻根之旅。董老师的《中国历史通解》课程便提供了一个思考历史和思

考自身的契机。下面分享两个于我而言富有启发性的小点。 

在解释中国社会的演变时，董老师没有采纳线性阶段论的观点，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划分，而是提

出在商周时期发生了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变革，以商鞅的按军功行赏与孔子的有教无类为标志，此后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会出现反复，但总体来说是逐渐平民化的过程。董老师表示 “贵族社会”和“平

民社会”的命名还有待商榷，但是正是像这样与教科书相异的观点，促使听课的学生们不再盲从，能够对历

史形成自己的批判性思考。 

讲到中央集权的制度文明时，董老师剖析了中国古代以自耕农为主的多种经济制度。其中，自耕农的比

例，往往在王朝建立之初比较高，其后因为土地兼并等原因下降，阶级矛盾变得尖锐，社会动荡，爆发起义，

如此周而复始。这一观点从土地关系出发看待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进程，让我有醍醐灌顶之

感。 

历史往往给人厚重而枯燥的印象，但董老师却能以生动而富有启发性的语言将其娓娓道来，令人获益匪

浅。 

【详情咨询】 

地址：清华大学人文楼 314室   

电话：010-62799663 

邮箱：gaolu@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保留对课程信息（包括价格、日期、地点、课程安排、师资及其他细节等）进行调整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