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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华的历 史，起伏跌窄，哺青苦差不

多 五分之一人类 的身心 .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 ，虚怀若谷.

在漫长的岁月里 .广袤的土地上 .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

光荣 ， 也有过诚心术教八方接纳的盛事 .， 't和以直.健 以稳.

丈而质 ，博而精 ， 大而 .t 德 ， 久而弥新 ， 昂然挺立于世挥各民

族丈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丈化 . 如 论东西，不分大小 .都有它 自

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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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

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皮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盾文化

同等权利的人间义井.每一民族都需要学 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缸，来推动自身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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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十世纪的帷幕挣情阵革之际，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 ， 中华 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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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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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本《中 华文化通 二号 )) . 便 是找们为 此而向 新世纪的 中 国 如

世捍做出约幸献。

《中华文化通志 》全书共 十典百志 .

唐人社佑著《通典 1 . W 夕'1 古 今经邦致用 的学问 ，分为八

大丁 类 每 事以 类相从. ij>其始终" 务 求做到 "语备 而理

尽 . 例 明 而事 中 ，举而措主 · 如指清革 " 0 <<通 典 》的这一编革

方法 .为我们所惜 11:. <<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冉历代文化

沿 革典 、地域文化典、 民族文化典 、制 度文化典 、教化与 礼仪

冉、学术典 、 科学技术曲、 在丈典、宗教 与民俗典、中抖 文化

吏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冉 寸-:t . 按 时序排列 .

地域文化典十志 ，王要叙述 证 民族景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

黄河流域、长 江琉域 、珠江流域排列 .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

土按语罪分是排列。中外文化吏流典十志 .按中 国与周边及

世界各大区域吏往 分区排列。其余 各典所属各志 ，但按内容

排列 。

束 人 郑樵 4通 志 · 总序 E有日 "古者 记事之史， 谓 之

右 。，，"宅者 . 壳幸之所差 。 "指 的 是 ，史书 的编事关系到 发掘

历 史鉴戒主所在 ，所以， 编辜 者不能使以词呆为文、考据为

学 ， 而应在驰骋于遣文故册时 ，"运以别识心裁 "， 求其"义 意

所归 .. 最通史革风 ，而 " 自且是纬 ，成一家吉 J' 0 (章学诚4丈

史 通义· 申郑 ) J

本书 以典 、志命名，正 是最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

书为文化通 ~ . 所述 自 然是文化方面诸事 ，其编撰特色 ， 可

以概括为"类 "与 气盟 "二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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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者立类。全书十冉，冬为中华文化一犬门类，每冉

才志，各为大丁类 F 的一个万面;每志中的"编"..章""节"

"目"夺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Z 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

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疗，他著者、主

者都能于浩 i甜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骗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 1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

其始终，察其漂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

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色发生和走展的历史。弄清

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丁

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遇。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

态屿，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í，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

远、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司的制度，固

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

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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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

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干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

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遇"。

"通"者会遇。‘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

现在所说约"体去"、"领会"、"全心"、"心领神去"等，皆由此

得义 J 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遇，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

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冲相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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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四是耶非

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排大方之束。

《中华文化通主》由萧克将军创意于 1990 年。 1991 年

先后两注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 1992 年组成编事委员

会。十典王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王任委员，王持

这一若大的文化工程。 1993 年 1 月和 1994 年 2 月，全体作

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

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攻

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

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

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 11 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

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

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

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

体成民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

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

之赴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中原文化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tl草远班长. 早在

五+万年前.咛原就有人虽居住.八千年前.中原 人 巳过在耕定居生

活 . 中国最初的两个奴余制国革政权夏朝和南朝都是在中原建立的.

进入封建社告以后 ， 中国坦历 1 30 多个王朝，其 中在中原建部的草

，宵 20 个.

在中 国地绒文化中 ， 中原文化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产生过许多文

化名人和文化成果，如科学直在衡医学草张伸景诗人杜甫、文学家

韩愈、画 家吴道子、乐像学革朱'是情等都是中国 文化史土的一班人

物 . 先秦诸于大多是中原人 ， 成长期在中原生 活.八 给学说、魏晋古

学 、宋明理学都产生于中 111 • (老子 》、《庄子 》 、《持 非子).(吕 民春性》、

《商虫 ' 、《北史 》、《 旧五代史 ， 、 《新唐书 》列传部分1乱丈解丰 》等都是

中原人的著作.

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提展过程中， 中原又化长期起着骨干作

用.它有强大的盟收力和融合力 ，又有强大的传播力和辐射作用 ，对

中国东北、西南、 江南、的南、闽台、西北等地和邻近固草 . 都有巨 大影

响 .

在中原地区 .保留到今夫的士化遗物特别多 .已皮现石器时代文

化遗址近千处 ， 古粮遗址 1 50 余处.国务院公布悻护的店史文化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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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巾原就有洛阳、开封、南阳、商丘、郑州、汲县七庄 东周、东 /1 、曹

魏、丙舌，才缆、 n代、北宋等朝的句;王陵寝州大多数皆在中尿。还有

许多苦名寺院、祠庙、宫观和大量碑丸，

斗、二三在对中原地区数千主来人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

进付来入研究的基础土，对中原文气发展约全:il程进吁丁全面系班

的概括和注结 B 第一辈革中记立起在生中原文 jt 的地理性置、自然环

缆，中原文化约发展脉络，影响曲原文也兴衰的因素和中原又化的主

要将征。其他各章分别记述中原地区在思想(主要是先秦，两汉、魏晋

南北朝、隋唐和宋元以来哲学k 学术(史学、经学、文字学目录学、法

学人宗教〈佛教、道教、基 督教、伊斯兰教、扰欠教〉、科技〈天文学、医

苟学、农学、植物学、地学、数学、水利、陶瓷、冶金、来矿〉、文学(诗歌、

教又、盹、词、小说、剧本人美术(拴E 、书法、雕塑、工艺美术)、表演艺

术〈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建筑〈都城、国林、古塔、桥罩、陵墓、民

居)、教育(宫学、私学、书院)、体育(足球、二球、骑射、相扑、围棋、田

径武术水土走动节令体育、养生术)、民俗〈婚姐、生育、丧葬、专

日、交往、禁忌〉、语言(方吉土语、谚语、歌后语、谜语〉、行旅(道路、行

路方式和习惯、旅店、运输)等方面丰富多采的文化内容。通过简洁的

女字，以横分坚写的志阵形式，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原文化在不同历

史时期和不同领域的基本面扭。

、户、，

白￡牛主 !3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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