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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华文化通志

历代文化沿革典

秦汉文化志

作者简介

熊铁差.1933 年生.华中师植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放学和研究，

近十余年侧重思想文化史，特别是

道家思想史的研究. 著有《秦汉新道

家略论稿》、《汉唐文化史》、《秦汉军

事制度史》等s主编有《传统文化与

中国社会，、《中国帝王宰相辞典》

等. 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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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窑，哺育曾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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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无私牵献四面传播的

光荣，也有过诚心事敏八方搜纳的盛事.1::和以直，健以穗，

士而盾，博而精，大而弥穗.九而弥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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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于此，任何卢个民族

的文化，都有t存在和皮展州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

同等权刷的人间又~.每-民族粮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牵椎动自身皮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

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团.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捧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楼视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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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申华文化温志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 1.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

世界做出的奉献。

4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4通典 1. 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

大门棠，"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

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 "0 <<通典》的这一编革

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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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

交流典。每"典"十"志气历代丈化活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

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JIi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事，基本

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排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

世界各大E域吏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

排列.

束人郑樵《遇志·总序革有冒产古者记事之史，谓之

志。阳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A是.J:.书的编事是 1展到发掘

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事者平能徒以词呆为文、寺据为

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叫'"远以别识心戴"，求其"文意

所归"，最通史家风，而"自为矗纬，成一辈吉"" (章学诚4丈

史通义·申郑))

本号'以典、意命名，iE'是""绕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

书为文化通草，所述自然是丈佳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

以概括为"是"与"通"二字。



总序 s 

"要"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 8每典

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 6 每志中的"编M幸川节"

"目"，非或各成其英.如此依事立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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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著者、读

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骗得珠，自在悠游.

"遇"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英相从时，复#

其始终，事其源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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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遇"者汇通.文化诸事h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

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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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临壳不，使制之

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决彤是E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在连

手，使整个式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

内古今各民族文化吏融激蒲掬硕果，境排许多不同种的丈

1t.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昔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变汇的事实，爬梳11理，还

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遇'.

"遇"者会通。"告"字，原且为器皿的盖于，军|申为曹告 s

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全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

得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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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4 中华文化通志

这就是4 中华文化通志 F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

耶，如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4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 1990 年。 1991 年

先后两次在广注范围内进行 I 论证. 1992 年组成编革委员

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

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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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更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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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有意义蜻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丁大量的目常

工作.土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牢书出版任井，并组织丁高点

准高效串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4 中华文化通

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戳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

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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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处给予指正。 I

4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4卜?



内容提要

本书综述了秦现时期的文化，既利用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又有自己的特色。书中概括地介绍了泰坦文化的历史背景.讲述丁与

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最.对文化的几个重要方面 z 学术、思想、文学、

风俗等，均作了较矗挠的哇哇，并埠重其发且和故此间的联晕，挂重

其特点和新内容。本书有些章节内事，如"社会思潮"、"札仪与凤悟"、

"士化的地域性"等，也有一些咀到的见解 .为 T 便于人们深入了解和

研究泰在时期的文化，书末附《丈'在与考古》一章，对这一时期的主要

资料进拧了介绍.

吁，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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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汉文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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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午
一
一
日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名称，也是一个时间髓念.文化是本书

的主要内容。志者，记事也，记事的书和文章都可以叫志。本书记载

秦汉时期文化方面的事，故曰《秦汉文化志k

秦汉时期包括秦朝、西汉、新朝、东汉四个朝代，从公元前 221 年

事统 六国到公元 220 年汉献帝禅位曹巫，共 441 年，将近五百年的

历史。这段时间的历史是令人瞩目的.本书专门谈了一下当时的世

界形势，虽然很粗浅，但对于了解秦汉文化的历史地位，是有一定意

义的.那时候，虽不能与当今信息时代相比，但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存

在的。本书列专节于以讨论，当然也有待于进 步的发掘@

至于文化所应该包含的内容，由于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且不同，各

有各的看法z有的主张广义的文化，物质、精神以且两者之间的东西

无所不包，在某种意义上说.一般所谓"通史"也可叫做"文化史"有

的主张狭义的文化，但又有侧重方面的平同。本书的构想 z讲一个时

期的文化，不能不讲当时的社会背景，故有"社会概况"一章，以介绍

国家、民族、疆城、世界形势等内睿，政治、经济的二些方面，如政治变

迁、社会等级、经济在平等等，均有所涉及，但是极简略的、慨括的.本

书有两章专门讲制度，→是因为制度本身就是→神文化，三是制度、

政策〈包括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对立他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 察叹文化志

文饨的毛些主要内容，近几|年传统习惯的安排妻离不开哲学宗

教、文学、史学、科学技术等等这样的模式。本括则撰写了社会思潮、

学术、文献等章节以聚合以上内霄，力图从新的视角来认识立他回第

章在记述政治制度同时讲了政沽思想，这是从上层讲的，社会思潮

注重政治、哲学、宗教等思想的社会广泛性，这是历来有所4钮视的。秦

汉时期的哲学，不外是从E早传统的经学和诸于之学中去讲，而经、

子两学实在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因而即使是专门的哲学史也不得

不带&.到'ËfI J所包函的其他方面，用"学术"来进行概括，似乎比 般

的用"哲学"来惯括更为确切.军少纯学和诸于之学是如此。与此同

时，在学术中把自然科学也包括进来，卫可说是对当时并不被重视的

东西予以强调。秦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丁，道教开始形成，但是我们

没有强立成章，因为它们在当时整个文化中所占的比重还不是太大

〈专门道鞋、佛教史记述秦汉时期内容都较少，因为有不少问题是与

下一个历史时期紧密相连的，所以有的秦汉思想史也不提佛教问

题). t:层到东汉末年还是"黄老浮屠为→家"下层更是与自古以来

的鬼博迷信杂含在 起的，井且道教的形成卫首先开始于民间.所以

我们把道教的问题放在"社会思潮" 章之中 . 在、宫、住、行独立成

章，真用意也在于重视整个社会主体 大多数人的生活(虽然材料

有不少是属于 t层享受的东西)，把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工艺技术合在

这一章中，用意亦在言人们的生活水平质量与科技发展程度的关墨。

礼仪与风俗合成-章，直在说明上层之礼与下层习俗的相互影响，所

谓"上行谓之凤，下习谓之俗"，礼乐制走，又靠在社会上去广泛"荣

风飞记述这些内在对"移风易俗"问题的认识或有补益。文学艺术是

有很大油立性的，秦汉时期卫有很明显的从"棍告"到"他立"发展的

轨迹，这种"传统"章节，也力求寻找新的视角，侧重真历史过程及全

貌的慨述。照说"史学"也是应该独立的，但本书把它放在一个更广泛

的文献中加以记述，至于最杰出的司马迁、班固，又在好几章中论述



导 言 3 

到他们了这样的记述也是视角有所不同，中国地大物博，自古以来

就形成许多不同地区特点的文化，在秦汉统 王朝形成之后，这些地

区特点虽仍然保持着，但被此之间的交搅和相互影响是大大加强了，

所~l J'-叫一专帝讲这方面的情况.由于古今的中外观念不相同(实际

t还有些不好划分)，所以地区交流与中外交流含在→节之中.本书

最后一章是‘文献与考古"，这既是文化的内容，卫是本书全部资料的

根据。

以上的结构和内容安排，是一种新的尝试，既按照全套书的基本

要求，勾勒了秦汉时期文化的概貌，丑力图摆脱人们长期习惯了的

些模式，不敢说十分理想，也不能说没有蜡陷，但总算是作了新的尊

力，对今后如何更好的撰写文化史志，或有参考(包括批判〉价值。谶

纬问题，本书在好几章中且不同角度于以阐述，是因为它确实是秦汉

时期所持有的影响很大的文化。卫例如司马迁班固、除了在文献及

文学章中述及其史学、文学意义之外，主要在学术章的诸于之中于以

安出记述，因为他们的著作虽为史学，实际上也是综合性的学术著

作。

在说明和介绍了本书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以及结构安排之后，

古面似坯应对"秦汉文化"作 综合性的说明其历史地位如何?其特

占怎样?

秦王朝的时间很短，汉王朝前后四百年，因此秦汉实际是一个完

整的历史时期.叹人口头上力图与"暴事"划清界线"汉承牵制"却是

个明显的事实。这→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

假重要的地位，从而也奠定了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这→时期内

形成的经济、政治制度〈包括士化教育方面的制度)，是近两千年中国

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长时间影响

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中间.而所有一切卫与当时的时代特点有关这

一时期的时代特点，主要的表现为几个方面，即国家的大一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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