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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住跌窘;哺育着差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她起辉逗。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

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自吉传播的

先荣，也有过边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建议稳，

文而庚，博市槽，大雨弥德，久而在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

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约文佳，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

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布灵性，当然也乾都有

它自己的长处和短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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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利，以及尊重异贵文化

同等权利的人剖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来撞动吉身发展;都注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佳

点，来保迈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菌。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雄暮捧徐掉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桂视吉己，以费在新的世界历史

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百前的这部百



2 中华文化通志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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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杜佑著《通要>>，罗对古今经邦致 j写的学问，分为八

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

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拉诸掌 "0 (<通典》的这一编篡

方法，为我们所?苦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费:历代文化

沿革典、地坟文化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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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谷典、中外文化

交流典。每"典"十"志"。茄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到。

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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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

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 Z捧到。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接内容

排列。

宋人郑攘《通志·总序》有吕"古者记事之史，谓之

志。川志者，宪章之月号系。"指的是，史书的编墓关系到发掘

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篡者不能捷以词采为文、考据为

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二求其"义意

所阳"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 "0 (章学诫《文

史通义·丰郑抄

本书~费、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

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 mï 清事，其编撰特色，可

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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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者立类。全书十费，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

十志，各为大 fl 类下的一个方亘 p 每志中的"编""章""节"

"冒"，在=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蔬，既以求其纲

巨分明，论述精绍，也便于得门市入，由道以行，悼著者、读

者都能子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呈，探辄得珠，吉在悠潜。

"通"者贯通。书中月号述文化各端，子以类柜从时.复举

其始终，察其漂琉，研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

由几及显，吉撤至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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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由在本贵，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王通。文化请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

莲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强立存在。物质前往往决定现

念的，现念的又常左右物贯的;而介乎二者之甫的制度， 00

受崭于物展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

者大受其棋。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在互相渗透.左右连

手，建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波斑璜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

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项果:境外许多不同科的文

化，也在其中辑芜杂存，若现若障。因匙，撞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花种种交汇的事实，题就剔理，还

它一千庐山真面目。花之谓"汇遇"。

"遇"者会逞。"会"字，原义为器血的盖子，引申为密合;

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

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

悟，与中华民族心灵柜体认，与中华文化精掉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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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持旨趣之所在。是耶非

耶，知我罪我，恭候子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萦克将军的意于 1990 年。 1991 年

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南进行了论证。 1992 年组成编篡委员

会。十卖主编一致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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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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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更多次

就全书的内容与彤式、璜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

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拧了创造性特患

和奋斗式劳作 e 这项有意义的工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捏了大量的 E 常

工件。上海人民出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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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百卷本《中华文化通

志》得以现今西绽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

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罩精神文

明建设大业增添垄光彩，更期持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

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逼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志由壮族、布依族、傣族、 f乞铠族、京族等五个民族族志合成。

这五个民族都生活在我国西南地臣，语言系统柜近，本志就这些民族

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历史的变迁，生产方式、生活习'摇、语言文字、文

学艺术、宗教信仰等诸方面作 7 全面、细致的论述。壮族是我留少数

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是族;傣族文化与南传势教关系深远;布依、

京、住佬各族文化也各有特点，这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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