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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写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之一，

是 1988 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概要》的增订本。这次增订，保留了初版内容的

基本框架和编排体倒，增补了古代称谓、民间文学等知识，全书内容更加丰富。

本书具有知识的普及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宫以纵横交错的构架和嘿白

晓畅的语言，概括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园林、

图书、衣食住行等，既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人妇指导，也是研究中国文

化源流的必备参考。

本书可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建书，也可作为公务员、教筛和广大文化

工作者了解、掌握中国文化历史知识的自学进修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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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总序

教育部副部长 周远清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到现在已经进行2年

了。 1995 年，加强大学生文化素盾教育工作作为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首先在 52 所高等学校进行试

点，试点工作得到高等学校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响应。通过

近三年的实践，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试点工作取

得一定经璋的基础上，教育部又相继出台了几项重要措拖:

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上

成立了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全国普通高

校建立了 32 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加强文

化素质教育工作从此由试点逐步向全国高校推开。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要使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实现"三提高"提高大学生的文先素

质，提高全体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

据。实现"三提高"应是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更高的

境界，也将把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推向一个新的斡段。

从我国和世界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要求，以及 21 世

纪对人才的需求出发，我国原有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确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人文教育薄弱就是较为突出的

一点 O 实践证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对于搓动教育

思想和观念的改革，撞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对

于高等学校培养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高质量、高素盾的人

才，具有重要意义。无疑，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深化

2 • 



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切入点，切中 f我国高

等教育人才撞养的时弊，持合我居高等教育政革的实际，丽且也顺

应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租发展的潮流C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罢教育工作

会议，颁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国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立

《决定》以及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无疑为我引进

一步开展如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捂萌了方向，更加坚定了我们做

好这项工作的信心。

我们强调的加强文化素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学生加强文学、

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

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我{门也

强调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难念，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必须贯穿于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必须课内外梧结合 ο 为此，作为推动文先素质

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组织围内有关学科的著名专家、学

者，编写了这套"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c 它既可以作为教材，

也可以作为课外读物，其主要 g 的是向大学生介绍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文化，介绍人类优秀文先成果，使学生从中汲取营养，不断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盾和文化品位，提升吉身的精神境界 O

从古今中外杰出人才的成长过程来看，除老师的教导和课堂

的学习外，无不从前人留下的文化精品中得到启发，受到熏染 c 我

m组织编写"书系"的初衷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体

现时代精神，使它在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景方面发挥

作用，对大学生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深信，由著名专家学

者精心编撰的这套"书系"一定能够成为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

师益友，伴随他们走上成才之路。

21 世纪即将到来，知识经济己见端倪，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趋势看， 21 世纪是更加尊重知识，更加注重人才素匮全面提高的

世纪，就这一意义雨言，我11'1现在既开展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钗仅

是个开始，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共同去完成，我 11'1相信会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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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学校和教师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专家、学

者参与"书系"编写，为全面推进素厦教育工作提供更加丰富的、高

居量、高品位的文化精品，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做出自己的贡

献。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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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反

序

近几年来"中国文先"的研究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我想这绝不是需练的，它正是我钉

的嚣家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开放"政策的结果。

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在破除

了"欧洲中心论"以后，世界文化正朝着"全球意

识"下多元住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东方经济的发

展有超过西方的趋势，1Sl此东方文化、中国文化

越来越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重视。由于海外学

人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罢市也促使我们不能再

揉文化大革命时那样对中菌传统文化采取简单

否定的态度了。

我{口的国家正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这也就不能不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

题。能否正确地对待"传统"这是关系我们能否

顺利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再题。谁都知道，中

国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不符合我信实现现代

化的要求，在~1L碍着我们走向现代化。但是，中

华民族有着长达凡千年的历史，曾经对人类文

明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昌市我11'1 的文化传统不

应该也不会中断。这就给我1fJ提出一个重要课

题，就是必须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正确的了

解。谭家健离志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化史概

要》应该说是一本给人们一些关于中雷文化基

本知识的著作。

关于中嚣文化史方面的书，在解放前出版

. 1 . 



过凡种，在海外和港台也有过类假的书出瓶。这些年来虽也出版了

一些有关中国文化史前书，但大多是一些专题性的，如?中罢彩陶

艺术"、"中国甲骨学史"、"禅宗与中国文化"等等，而从文化现象的

各个方E来讲中 E文化的书，吕前尚属少见。潭家健同志这部书可

以说是简明地从经济、政治制度到各种文化现象(哲学、文学、艺

术、宗教、科学〉均有所论述。在一本40多万字的书中，能把上述内

容都包括进去，也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中望文化史概要》这类的书自前较少，是属开创，因此

一部比较完整的"文化史"应包含哪些内容，是一大问题。据说关于

"文化"至少有160几种不同的定义，它的涵义可以很广，如"凡是人

类创造的都可议是文化"也可以比较狭窄，如把"文化"垂成仅f又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现念形态上的反映"。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可能都有道理。不过我想，如果作为一部给人如关于文化史

方面基本知识的书，内容不结宽泛一些更好。我曾和谭家健同志讨

论过，照我看，这本书如果再扩充一点，对比如"民族"、"婚娼与家

庭"、"风俗习惯"和"医药卫生飞虽然还不止这些)等等，也有所涉

及，或者更好一些。不过话又说自来，我想任何一部文化史的书也

很难什么都包含，只能梧对地说给大家一些知识和启发也就可以

了。

汤一介

1988年元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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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中国道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钟肇鹏(382)

道教的起源和发展 (382) 道教的基本信仰和理论(385) 道教与中国文

化(387)

第十章中盟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 .. .. ..……·金宜久张小青(393)

伊斯兰教的源流和教义(393)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396) 基督

教的源流和教义(399)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403)

第十一章 丰富民间信仰…………….. .. .. .. . .. .. ..…………·埠家健侣。η

自然神信仰(407) 社会神信仰(413) 其他神灵信何(417)

第西编古代文化艺术

第一章古代经学……………............…. .. .. .. .. .. .. . .. .. .. ..…曹道衡(422)

西汉经学 (423) 东汉的"经今古文之争" (426) 三国至唐五代的经

学(427) 宋注明经学(430) 清代经学(432)

第二章古代文字与书法、篆刻........................……·张启亚(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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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字(435) 古代书法(439) 古代篆到(445)

第三章古代美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薄松年(451)

原始及先秦时期的美术(451) 秦汉时期的美术 (453) 魏晋南北朝的美

术(455) 隋唐时期的美术(458) 五代离宋的美术(460) 元明清时期的美

术(464)

第盟章古代音乐……………………….. .. .. .. .. .. .. .. .. .. .. .. .. .. ..…阴法鲁阁的

上古音乐的困腰(480) 秦汉时期音乐 (481)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 (482)

需唐时期音乐(484) 宋元时期音乐(486) 葫清时期音乐(490)

第五章古代舞蹈………………….. .. .. .. .. .. ..….. .. .. .. .. .. ..……·刘志琴(492)

先秦舞蹈的产生和发展(492) 汉魏和唐代舞蹈(494) 宋元嘿清舞蹈(499)

第六章古代噩林……….. .. .. .. ..…………….. .. .. .. .. ..….. .. .. .. .. .. ..陈志华(504)

从起源到基本风格形成(504) 艺术手法的深化和多样化(507) 从极盛到

衰败(511)

第七章古代图书…………….. .. .. .. .. .. .. .. ..….. .. .. .. .. ..白化文杨宝玉(519)

初期的理书一一简器、息书(519) 纸写本图书(521) 雕版印刷和活版碍刷

图书(522) 明清时代的图书(527)

第八章古代衣食住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嘉璐(532)

古代的衣着(532) 古代的饮食(535) 古代的房屋(537) 古代的车辆(539)

第九章古代四大发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秋鹅(548)

造纸术(548) 印聪术(550) 指南针(553) 火药(556)

第十章丝绸之路与敦煌文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宝玉(559)

丝缉之路的开拓与变迁(559) 历史上的敦煌(563) 敦煌石窟与文书(567)

第十一章古代体育、杂技和游艺.. .. .. .. .. .. .. ..….. .. .. .. .. .. .. .. .. .. .. .. .. .. ..埠家健(572)

古代体育(572) 古代杂技(579) 古代游艺(584)

第十二章古代的"机器人" ..............................................………·谭家健(593)

从俑和镇人到各种"木人"(593) 从成套玩偶到大型水转百戏(596) 天

文仪器中的司辰"机器人 "(599) 会于农活的木偶和会演戏的必锅

伶飞602)

资料:七十年来中国文化史著作篱介….. .. .. .. .. .. .. .. .. .. ,. .. .. .. .. ..…谭家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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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层文化史著作 (606) 1979至1995年祖国大陆出版

的中嚣文化史著作 (610) 50年代至80年代食湾出版的中雷文化史著

作(622)

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磊金.. .. • .. .. .. .. .. .. .. .. .. .. .. .. .. .. .. ..…·谭家健(627)

增订罩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 .. .. .. ..………........谭家健(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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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

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按法}.其仔为人将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起罪的，将被蔽法追究刑事

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黑盗

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仔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抗关对违法

猩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锺权

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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