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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岩;哺育着差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

在漫长的事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

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

丈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丸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

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却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

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

t 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

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

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 s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

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储馀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已，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

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2 巾华文化温志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贸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

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若《通典 1，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

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

耳，和]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草飞《通典》的运一编革

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 z 历代文化

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冉、教刊'与礼仪

典、学术跑、科学技术典、艺文舆、宗教与民俗鼻、中扑丈化

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

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银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

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变流冉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

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惧按内容

排列。

京人郑樵自通志 -A、序》有曰..古者记事 z 史，谓之

志。阳志者，宪章z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事关系到发掘

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事者不能徒以词最为文、考据为

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

所归"，承通史家风，而"白为经纬，成一家言"" (章学诚《文

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制和精神.唯本

书为丈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

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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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要

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人方面;每志中的"编，'"章川节"

"日"亦或各成其类。如此恢事立类，层层分疏 ，既以求其纲

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博著者、读

者都能干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辄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

其始终，事其埠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平

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

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

t 内在木，睛，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

盔的，还是观念形恶的，都非1Ii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块定观

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 间的制度，固

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 1白天下，使制之

者犬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忠之[司，也互相渗透，左右连

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

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丈

什，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主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

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h1通~"者合通 g"告"宇，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 g

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去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

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遇，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

悟，与中华民族 I\.，，'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4 中华艾It通主

这就是4 中华文化通志》能以想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

耶 . 如我罪我 ，恭候于海内扑大方之 家@

4 中 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 意于 1 990 年. 1 99 1 年

先后 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丁 论证。 1992 年组成编事委员

告 。 十典王编一敢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王任委员 ， 主持

这-圭大的文化工程 . 1 993 年 1 月和 1 994 年 2 月 ，全体作

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 ，研究全书 主旨 ， 商定典志体

制 .切磋学术心得 ，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 ，编垂告更多 攻

税金书的内 容与 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 协

作等 l可题 ，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丁创造性构思

和奋斗式劳作@运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 T 中央领导同志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告 dr公室承担丁大量的日常

工作.上海人 民 出版社承担丁本书出版任务，井组织丁高水

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 .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

志》得 以现今面貌幸献于世人面前回我们幸与这一工作 的全

体成员 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 ，希望 t 能给祖国精神文

明建设大业增培些光彩 . 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平足

之处给于指正.

4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槽国哲学家雅斯且斯把企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称作历史

的轴心 .认为轴叫时代的历史在人韭全部历史上娃子中心和枢纽的

地位.中国 的春t!l战因时代正是这样一个轴心时代.过个时代学革

林立 . 人才辈 出 .他们所创遣的文化成果光辉拙茧，堪称人英文明史

上的奇迹 .对人靠的店史产生 T 极为革远的影响 . (牵扯战国文化

宅'是《中华文化迪克 · 店代主化浩革典》中的第三患 . *在揭示了 春

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社会大变革且其对制度文化 的理副影响 .论述了

促成"百草争鸣"文化景现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记述了各学近代表

人物的生平事迹 .评介丁各学插班传至今的重要著作 ， 同时对春社战

国时代的草育 、科学技术、札{且具俗、衣食住行且文学成就等各个文

化层面都进行了全面罩挠的叙述.使读者可 lòU\茸现土 T 解春扯战

国时代基本的文化风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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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轴心时代与轴心文化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 (Karl ]aspers , 1883 -1969 年)在莫所著

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HThe Origin and G叫 01 Histo巾〉 书中，提

出井旱统地论述了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理论.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D史前阶段，

即普罗米幢斯时代.这个时代，人类产生了语言，学生了制造简单的

工具和使用火，人类在这一时代最终脱离了动物而变成人. (2)古代

文明产生阶段，即有丁文芋，产生了国家，有了高大的建筑和美性的

艺术品的时代. (3)轴心时代，即以公元前 500 年为中企，从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是奠定了人性之精神基础的时代，这个时期

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赖以不断生

存的世界宗教.(4)科学技术时代，这个时代目中世纪末期萌芽.十七

世纪建立了理论基础，十九世纪全面开展，这个时代使欧洲成为世界

的中心.

雅斯贝斯曾这样描述轴心时代 z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于和老于非常

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施服，包括墨于、庄子、列于和诸于百家，

都出现丁。惶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 >>(Upanishads)和佛

陀(队uddha) ，探究丁一直到怀疑王义、唯物王义、由辩派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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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全部范 围的哲学可能性 .伊朗的琐 F 正斯德传播一种挑

战性的现点 .认为入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 在 巴勒斯

坦， iA ，.!利亚 (El ijah ) 坦白以蒂亚 (lsaiah)和耶利米 (Jeremial、〉

到 以 赛军第二 (De飞ltero-Isa iah) ，先知们纷纷涌现.淆月苦贤哲如

云.其中有荷马 ，哲学家巳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回.许多 .~

R 作者 ， 以及普昔底律和阿基米德.在这教世纪内 ，这些名丰所

包括的-切 ， 几乎 饲时在中国、 印度和西方这三个王不知晓的地

区发展起来.

这个纣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 三个地E 的人类全部开

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员体验到世界的理

怖和 自身的软目.他挥询根本性的问题. 面对茸茸 ，他力求解址

和捶草 .通过在意识飞上认识自己的限度 ，他为自己树立 T 最高 E

标.他在自捷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舞中感量到绝对.

... ... .... 
这个时代产生丁直至今天但是我们思考在围的基本范畴.

创立丁人提仍赖以存活 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 ，

人要都已迈出 T 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边-过程的结果是， 以前无意识接费 约恩想、习惯和环境 ，

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切皆被卷入植涡.豆子í1)具有生命

古和现实性的传统实体，其罪现形式被遣清丁，因此也就走生丁

变质 .①

雅斯贝斯把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的敏世纪称为"历史

的轴心'飞意为这个历史时代在人类的圭部历史上处于中心和枢纽的

地位.

历史上较早注意到轴心期历史事实的是拉章尔克斯 (Lasau!x )

① 辘"属'"回事，魏锺罐俞霸天诲 '‘历史的总额与目标，.华夏幽般性"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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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克多 . 1马 · 施特劳斯 (Victor. Von. Strauss ) . 拉索尔克斯说

公元前 600 年 ，进斯 的琐 罗 E斯德 、 印度的#事摩 · 释迦牟

尼、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们、罗马的野马王①. μ且希腊的

黄奥尼罗人、多利E人和埃利亚 人的首批哲学家全部作为民族

宗教的改革者而几乎罔 时 出玩，远不可能是偶然的事情 .⑧

维·冯施特劳斯说:

在 中国老于和孔子生活的姓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是历

丁 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 . 在 H 色 J1 . 耶利米 · 哈巴#、但时理和

时西结⑧ 作着他们的预宫，而新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立 丁第二

座圣殿. 希腊人当中 . 泰勒斯⑥佳然健在.阿那克西曼槽⑤、毕达

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茹⑧崭露头南，巴 门 尼 !~⑦也 已诞 生 .

在 革斯，啧 '#10 斯槽对古代敬义的重要改革曾来已结搏到 丁贯

彻 ，印度则产生丁 佛草创始人释迦牟尼.

拉章尔克斯和推 · 冯·施特劳斯虽然注意到轴心时代的文化现

章，但他们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相探索.也井未提出伽历史轴心"这

样的概念. 最早提出"历史轴心"慨幸的是黑格缸 . 他认为耶蹄基督

的启示和活动相当于决定性的历史分界线。黑格尔说。

所有的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而且走向耶稣基督 .土帝之于

的降峰是世界周史 的轴心.'"

'冒马 ·庞i/(科马斯，传说叫萨罗马固王.倒豆了宗敏历能彻1<仲察IIMll

《历史哲学新镰)(N~~ v ",,,,cltú..r Phi/"呻hieJrr wJCh ichl叶，葛尼黑 1 8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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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巴谷、但以理、以回精均为古代"伯来的先细看.

泰勒崎(臼h.1饵，前 624-前 54. 年).古希腊哲学家 -详者注

阿那宽茵曼德(An.o xi""，叫"'前'" 前'"年〉 古希脯臂..，. . 译者注
色带芬(Xenc抖泪，隙，前 430-前 354 年h古希跚历史学家 ，仰望震一译者应

巴门尼翻r (Parmrnide! 前 . 1 归 纳前'"等〉吉'昏庸智学. 天文学家

跟着注

黑格尔 ，(历史哲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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