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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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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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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

殷　墟

殷墟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横
跨洹河两岸，是商朝盘庚迁殷后至商朝末年（公元前

１４—前１１世纪）的王都所在地。范围总面积在２４平方
千米以上。１９６１年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殷墟遗址的中心是王宫区，坐落在洹河南岸，即现今
小屯村一带，遗址呈带状分布，绵延约５千米。王宫区西
面有一条人工挖成的壕沟，与洹河的弯道共同构成一个
环形的防卫设施。在王宫区的西、南、东面分布着众多居
民点和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等手工业作坊，由内而外，
渐远渐稀。在王宫和贵族、平民的住宅附近，分布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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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道路、储藏物品的窖穴和奴隶栖身的地窖洞穴。商王
和贵族的陵墓区在王宫区的西北，洹河北岸的武官村、侯
家庄一带。用地分区十分明确。

殷墟遗址

据考古发现的殷墟宫殿建筑基地有５３座，台基都由
夯土筑成。这些夯土台基，有矩形的和长条形的，有的宽
达１４．５米，长达８０米，规模宏大。台基的方位，或是正
南北，或是正东西。各座基址大致排列成行，东西南北相
对，表现出庭院布局的格式。在夯土台基内用大块天然
卵石作为柱础，其中一座大的宫殿基址有３排共３０个柱
础，还有圆形铜垫，直径约１５厘米，厚约３厘米。在殷墟
还发掘出许多大理石的立体石雕，如饕餮、石兽等，背面
有槽，大概是作为宫殿建筑上的装饰品。

商朝的殷墟宫殿建筑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由墙体、

木梁柱和坡屋顶等构成，商代建筑技术的水平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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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房宫

阿房宫是秦朝的宫殿建筑，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
市西郊约１５千米的阿房村。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秦始
皇嬴政以咸阳旧宫规模狭小为理由，于始皇帝三十五年
（公元前２１２年）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中建造宏大的宫殿
建筑群———“朝宫”。秦始皇在位时仅修建了前殿，名“阿
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仍继续修建，工程未完而
秦已亡。当项羽军进入关中的时候，阿房宫遭到了焚毁。

阿房宫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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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
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
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也。”可知阿房宫不仅规模异常宏大，从整体规划构图方
面把数十千米外的天然地形“南山之巅”也组织进去，气
魄宏伟，反映了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

现在在阿房村西南发现有长方形的巨大的夯土台，
东西绵亘长约１　０００余米，南北宽约５００米，后部残高

７～８米，夯土台北部还留有秦代瓦残片，是阿房宫建筑
遗迹。

长　城

长城东起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西到甘肃嘉峪关，是
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
防御工程。自公元前７—８世纪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

２　０００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总计
长度达５０　０００多千米，被称之为“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
万余里”。如此浩大的工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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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盛开在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所以早在几百年前就
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齐名，并被列为中古世界七大
奇迹之一。

长城建造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９世纪的西周时
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连续
排列的城堡“列城”以作防御。到了公元前７—前８世
纪，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为了相互争霸，互相防守，根
据各自的防守需要，在自己的边境上修筑起长城，最早建
筑的是公元前７世纪的楚长城，其后齐、韩、魏、赵、燕、
秦、中山等大小诸侯国家都相继修筑长城以自卫。这时
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不一，从
几百千米到一两千米不等。为了与后来秦始皇所修万里
长城区别，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

秦始皇于公元前２２１年消灭了六国诸侯，统一了天
下，结束了春秋战国纷争的局面，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封建集权统一国家的大业。为了巩固统一帝国的安全和
生产的安定，防御北方强大匈奴游牧民族奴隶主的侵扰，
便大修长城。除了利用原来燕、赵、秦部分北方长城的基
础之外，还增筑扩修了很多部分，“西起临洮，东止辽东，
蜿蜒一万余里”，从此便有了万里长城的称号。自秦始皇
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几乎都要修筑长城。
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
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
其中以汉、金、明三个朝代的长城规模最大，都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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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０００千米或１０　０００千米。它们都不在一个位置上。从
修筑长城的统治民族看，除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统治
中国的朝代也修长城，而且比汉族统治的朝代为多。清
朝康熙时期，虽然停止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但后来也曾
在个别地方修筑了长城。可以这么说，从春秋战国时期
开始到清代的２　０００多年对长城的修筑就一直没有
停止。

八达岭长城

从作用上来说，长城其实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
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
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
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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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明长城为例，在万里长城防线上分设了辽东、蓟、
宣府、大同、山西、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军事管辖
区来分段防守和修缮东起鸭绿江，西止嘉峪关，全长

７　０００多千米的长城，称作“九边重镇”，每镇设总兵官作
为这一段长城的军事长官，受兵部的指挥，负责所辖军区
内的防务或奉命支援相邻军区的防务。明代长城沿线约
有１００万人的兵力防守。总兵官平时驻守在镇城内，其
余各级官员分驻于卫所、营城、关城和城墙上的敌楼和墩
堡之内。

一代一代的建造者经过２　０００多年的修筑，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首先是在布局上，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时
就总结出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经验。２　０００多年一
直遵循这一原则，成为军事布防上的重要依据。在建筑
材料和建筑结构上以“就地取材、因材施用”的原则，创造
了许多种结构方法。有夯土、块石、片石、砖石混合等结
构；在沙漠中还利用了红柳枝条、芦苇与砂粒层层铺筑的
结构，可称得上是“巧夺天工”的创造，２　０００多年前西汉
时期这种长城的遗迹在今甘肃玉门关、阳关和新疆境内
被保存了下来。

伴随着中国的成长而成长，万里长城从春秋战国开
始，经历了中国长达２　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社会的进程。众
所周知，一部悠久的古代中国文明史，封建社会是最丰富
最辉煌的篇章，举凡封建社会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方
面的历史事件，在长城身上都打下了烙印。金戈铁马、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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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强场、改朝换代、民族争和等在长城身上都有所反映。
作为一座见证历史的实物丰碑，长城将永远屹立在中华
大地之上。

万里长城不仅是建筑史上的丰碑，同时也是文化艺
术上的丰碑，她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２　０００多年光辉
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除了城墙、关城、
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
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古往
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
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
中的重要流派。如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
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维的“劝
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孟姜女送
寒衣的歌词至今还广泛传唱着。古塞雄关存旧迹，九州
形胜壮山河，巍巍万里长城将与神州大地共存，将与日月
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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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内临潼县城东５千米的骊山北
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嬴政（公元前２５９—公元前

２１０年）的陵墓。秦始皇陵建于公元前２４６—公元前２０８
年，历时３９年，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从它的设计上来
看也是比较完善的帝王陵寝。

秦始皇陵以前被称为“丽山”或“郦山”。据三国时人
说：“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经折算，高合１２０多
米，底边周长２　１６７米有余。上面种草植树，确实很像是
一座山。北魏时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４６６年或４７２—

５２７年）说，因为始皇陵所在地区的地质多砂石，缺乏纯
净的黄土，就从陵冢东北五里的吴家寨子附近的低洼地
带把土运来。这座完全依靠人工堆起来的“丽山”，表现
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古时候为了给死去的皇帝举行祭祀，往往在其陵墓
旁建造寝庙。在庙内放置死者的衣冠、牌位，又围绕陵墓
建筑城垣，以备守护，这就是所谓的“园寝”。这种设园建
寝的制度也是从秦开始的。秦始皇陵的特别之处是它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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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都城的皇城和宫城。陵冢
位于内城南部，呈覆斗形，现高５１米，底边周长１　７００余
米。据史料记载，秦陵中还建有各式宫殿，陈列着许多奇
异珍宝。秦陵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
葬坑和墓葬，已经探明的到现在为止有４００多个。

兵马俑坑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

２４６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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