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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华的历史.起伏跌若 z 哺育着差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约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 /'Æ怀若谷，

在漫长的事月里，广袤的工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

光荣，也有过诚 J句求教/\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

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

族文化之林。

任何_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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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王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于此，任何一个民族

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约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

南等权利的人间义务 a 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束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

点，最保证自己的存在，蜻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持株降落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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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中，世确地找到自己约地位。呈立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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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中华文 1L 温:毛)) ，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却

世罪做虫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主》全书共十冉百志。

唐人杜 f古著《通典队罗列古今经邦致 J相约学 ]pJ .分为八

大刀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 jlj ..语备而理

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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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捷、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

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舆十志，按时序排列。

地域文化典十志，王要叙述汉民族聚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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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 ;t舆十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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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按内容

排列。

束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

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事关系到发掘

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辜者不能徒以词呆为文、考据为

学.而应在驰聘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载"求其"义意

所归"承通史革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军官.. 0 (章学诚《文

史通义·中郑 1)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运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

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挟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

以概括为"类"与"遇"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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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者立类。全书才费，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

十:士.各为大丁类下的一个方百;每宅中的"编..，.章""节"

"日"，夺走各成其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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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盖以行，傅著者、读

者都能于浩 i峙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辄得珠，自在悠游。

"遇"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重举

其始终，察其源班，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

由几及显.自世王著，就是说，有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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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清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恶的，制度形

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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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介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

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平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

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清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

手，使整水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和。中华文他是量

均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约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

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霄遇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l'Ii 理，还

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遇"者会遇。"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

现在所说的"悼会"、"领会"、"全心"、" ，(;领神会"等，皆由此

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圈，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

苦，与中华民族''-'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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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目中华 文化通 z 》依 以架构 旨趣之所在 @ 是耶 非

耳L如我罪哉 ，菲候于海内外大方主寄， • 

《中华主化通志 》 由萧克将军创意于 1 990 年. 1 99 1 年

先后 雨在在f 泛 注 围 内进行丁 论证 . 1 9n 年组成编事委 员

会 。 才 典主编 -致 一青 求 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 委 员. 主持

这 一去 大约文化工程。 1 993 年 1 月和 1 994 华 2 月 ，全体作

者先后 齐集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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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盾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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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中央领导同志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 编 委告 #公室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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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离北

准 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 队伍 . 使百卷本4 中 华文化 iifl

Z怎》得 以现今面貌幸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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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惰 ， 希 望 它能给 祖国精神 文

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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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编委会



内容提要

四川盆地古称巴蜀，产生于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称为巴蜀文化。

本书叙述了从古代到近代巴蜀文化度展的盛衰轨迹、王要特点，以及

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 it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叙述中力求全面

而突出重点，产瑾而不枯埠。

木书认为，巴蜀文化在古蜀文明时期、汉代与唐宋时期有过三攻

繁荣的高峰，三度位居全国的前列 e 宋代以后呈现全面的衰退，清代

后勤才有明显的复挥。早期的巴昌文化是自有特色、独立发展的一种

文化，但与外界(包括中原文化〉一直有着日趋密切的交琉，在吏 施之

中发展、创造。从古观的高度来忌结，巴蜀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主要

由移民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兼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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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主
口

第-节释"巴"、"蜀"

四川地区古称巴、蜀，最早是巴、蜀分称，以后则巴蜀青林.然而

无论是巴或蜀，在古文献中的内涵与外延都有 个变化的过程。

"巴蜀囱辈古，殷周已见传。咱不过，无论是殷周的甲骨文还是

盘文中，都未见到巴的记载。这可能是个偶然现象。有一些学者认

为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地域就在今汉水、丹江之间.殷武丁时

期就曾与殷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迄今为

止，甲骨、盘文都未见巴宇，现在部分学者所释定的"巴"宇JJ是误解。

这←古文字的考罪问题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我只想指出，在学术

界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几部古文字学巨著，如陈梦辜的《殷墟卡辞综

述上岛邦男的《殷墟←辞综类》、李幸定的《甲骨文字靠怦》、徐中舒主

编的《甲骨文字典l.(双语古文字字形表》和《汉语大字典1 .都不认为

①引自'事楝若 1960 年 2 月参观重庆饰物馆已蜀文化陈列后所提诗句.

②排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述见董其排，(甲骨文中的巴与蜀"载《巴史新嗜 " 重庆
出版牡 1983 年版，段榆《四川通史，第 1 册第五章第二节《巴方史迹"四川大学

出版社 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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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立中有巴宇。

已于在占立献中最早出现于《山海经)).而且是以地名与囤名出

现，如"西南有巳国， …后照是始为巳人"，"是可神于已" "巳蛇食

象"。这以后.则见'f{ i兔周书》、《陆本》与《左传》。最初的巴，阳县→

个古老民族之名，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川东、 J 11北、陕南、鄂西乃主洞庭

湖 带的广大地旺，而鄂西应是其中心。在这个广大地区内的民族应

当是旬主孟、有迁佳的，也并不米自一个族源，但巴族是真主体族.故

而相关各主草都曾被称之为巳人。这其中，有的与周族关系密切，姬

姓，即宗姬之巴，有的是属于南方的模人系统，即后世称为启事君蛮的

庸古之巴 d白的是属于夏人后裔，即丹山之巴 p 有的是属于太牌之后，

即后照之巳;有的是活动在今川东地区、后世称作板括蛮的置人之

巳。所有这些在己地生邑繁衍的人们，被后世统统称之为巴人，他

们所活动的地区也都可以称之为巴，于是"巴"也就由民族名演变为

地域名。

殷束周初，巴人参与了伐纣之役，"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 .. 

"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巳，爵之以于"{<<:华阳国志·巴志川，于

是巴族的 部分从此姓姬。巴地最早与中原有联革的诸侯国可能就

是在这时建立的.这就是古文献中所称的巴国或巴子国，也就是巴地

诸族的核吐。公元前 703 年"巳于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

使道明将巳喜以聘于那，又B..... 最道朔且巴行人 邓师大败"

( (左传·桓公九年忡。这是巴作为一个诸侯王的军事、外吏活动首次

见于文献记载.这以后，巴与楚联告灭申、王睛，显示了强大的实力.

《左传·昭"'九年》载。"及武王克商己、旗、楚、邓，吾南土也。"

巳被列于周王朝的南方诸侯之首，用后来苟于的话说.属于"天下之

显诸侯"之列(见《苟子·懦效 ! ) .不过，西周至春棋时期的巴国，主要

活动范围都在IJ(7)(流域，不在今网 J 11境内。春融末年.由于巴、楚联盟

破裂，兵戎相见"散相攻伐"@在"楚主夏盟，事檀西土"(<<华阳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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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志川的情况下.巴国的统治中心逐步向南转移.先至鄂西南的精江

流域.然后沿清江西上进入川东，到战国初年，其统治中心巳在 )11京，

而且不断迁链"巴于时虽都江州〈今重庆) ，或治垫江〈今告) 11 ) ，或t白

平 部〈今字都) ，后情闽中其先王睦甚多在相(今情殴)"((华阳国

志 ，巴志川 . 直至公元前 316 年器并巴蜀，俘巴王.巴国亡. 这段时

间.巳"主要是作为国名 .

秦灭巴国之后，在巴国原地设置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儿 巴部主

址，汉、晋因之.这以后，Ji';议还设置了巴东郡〈治今奉节〉、巳西郡〈拍

今闹中) ，京晋在巴西都(治今南部)之扑卫设置「北巳西郡<1古今阑

中) 、新巴郁(治今江油h刘宋设置了巴渠郡〈抬今达县) ，齐设置了巴

州〈治今奉节) ，梁立设置了京已州〈治今南江〉、宁 E l!Il(;古今宣汉京

林〉、巴中都(抬今开m 、开巳部(治今宣汉普光h北周设置了巳县

时古今重庆〉、三巴部〈怡今宣仅曹光)，唐代设置T巴川部〈治今告

)11 ) . 直到清代，重庆市中区仍称为巴县.所有这些行政区l1JZ设置，

充分表明了"巴"作为一个地'"在古代巴国范围内使用之广.正由于

"巴"作为地名的普遍使用，当唐代在今川草地区不再读巳郁之后，人

的仍习惯于将)11东地区称为巳.到了现代，虽然原来巳地仅保存了一

个巳中县的行政区划，人们仍习惯于将川东地区称巳 .所以，在近代

E就从过去的行政区Ï!J之称，转化为普通使用的代种.

蜀字革仅且于殷墟甲骨文.也见于周原甲骨文.当时圈巴是一个

方国的名称.或 片地峨之悻.在这个地域之中.真主体民族是蜀族.

这个方固或地域瞌般人林之为蜀，当然也是源于蜀族.副族本身也是

一个多摞的亘古型民族，但从整体上来看，蜀族的族矗与分布较之巴

族要单纯而明晰得多.蜀族本是a;芜族的一直，早期活动地区在眠江

上游山谷之中，逐渐发展到成都平原与陕南，长期以成都平原为根据

地.在今川西至陕南的广大地区之中的古老民族，则都幢称为蜀人或

蜀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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