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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的出

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及其他单位有

关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在深化改革的大

好形势下，历史科学工作者立足于"两个文明"建

设，员占近现实，为社会需要服务的一次尝试 G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园。五千年来，

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烟烂文明，博大精深，以其辉煌

的成就屹立于人类文明之林。中华文瞬既是勤劳勇

敢、自强不息的我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艰苦奋斗的

结晶，也是凝聚我国各个民族团结奋进的无影力

量。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理所当然

要珍视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它并使之发扬

光大 O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

中型文化发展的战略任务 O 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就

民族属性爵言，不是欧美的，不是其他国度的，丽

是中国的，是植援于五千年中华民族地烂的文明之

上的文化 O 就社会属性雨言，它既不是资本主义

的，也不是封建主义的，丽是继承了一切住秀历史

遗产、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

不能割断历史，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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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也不能向后倒

退，必须努力创造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更高的、

更进步的物贵文明和精神文明 C 显然，这样的任务

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我们全民族发扬爱国

主义精神，坚韧不拔，一代接一代地奋斗 O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从而

构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 O 我们主张尊重历史，认

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国文化合

乎逻辑的发展 O 因此，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文化，始终有一个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既往文

化传统的问题。如同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一样，我们

的文化传统也并非尽善尽美。它既有精华，也有槽

柏。精华与糟柏搀杂，彼此渗透，总的说来，精华

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基本格局-。

因为主流是精华，所以中华文明才能随着社会的进

步而不断向前推进。也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糟柏，所

以需要一代接一代剖改革者去推陈出薪，创造更高

层次的文明。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

族所创造的文明，既是它启己的，同时也是全人类

的。在各个国家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布融合是必

要的 c 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不意味着把某一个国

家，或者某一种形态的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或民

族。恰恰相反，应该是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所

以，我们主张中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广泛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结合我们国情融



.;'<;;"<",'&::1; 
;话过晦

2平、卧乏主运运M

法法
中华文明史面E

为我有。我们也主张尊重各个望家和民族的文化

传统，不赞成在文化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

我们认为，惟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

荣，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实现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

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创造蜻神产品的劳动者 O 对

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既主张潜心攻关，编撰富有

i坦克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

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鼓励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

立足现实，从社会需要出发，撰写大众化的、有学

间的著作，进行学术普及，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

而努力 O 也就是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

的指导下普及 O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规模恢宏，涵盖广泛，

内容丰富，是一套大型的普及性学术丛书 O 全书百

珊，分别从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史学、文

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礼俗

等不同方噩，对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作了比较全面系

统的介绍 O 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阵容很强。其中，

既有众多学有专长的中老年学者，也有一批朝气蓬

勃的青年科研人员。这套丛书大都是他们在坚实的

专题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有较强的学术性、科学

性，丽在表述方式上，则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做到雅俗共赏O 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帮助广大

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明

确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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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讲的历史上的"中 00" 并不等于我的今

天的中国，也不是过去人们所理解的历朝历代的

"中国"。今天的中国疆域因受近代帝国主义侵蚀、

尽分，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结果了，所以它

代表不了历史上中昌的真实面貌 O 而过去人们所理

解的历辑历代的"中国"，仅指我国历史上的中原

王朝，那只是我们所讲的历史上的"中匮"的一部

乡卦。

我们所讲的"历史上的中国"应该是由历史

上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经过长期历史发晨，自

然形成的结果。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应为清朝

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瓶

图，具体说，就是从 18 泣纪 50 年代到 19 世纪 40

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摄图 O 因这是历

史发展自然形成的结果。凡在这个莲围之内活动的

历史上的各民族都应属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

范围内所建立的各个政权，者在应是中国历史上的政

丰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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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一词，开始于西周之初 。 〈诗经 ·大雅·

劳民〉 中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 这就是最早

见于史籍记载的"中国"其意仅仅是指都城及周

围地区而已 。 以后发展为称地理上处于中心区的国

为"中国"这中心区开始仅指黄河中下游地区，

其他地区就不算中国了 。

"中国"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

的变化而变化，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 。 在先秦，中

国的主要含义是与蛮夷戎狄相对称 。 殷周时这些称

呼并没有和东西南北四方配合起来，当时只是东

土、 ‘西土、南土、北土，或为 × 方 。 中国也是一

方，即中土 。 到春秋战国时才形成东夷 、 西戎、南

蛮 、 北狄的概念 。 这时，中国是指华夏各诸侯国，

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文化概念。 不过当时华夏与蛮

夷戎狄杂处，彼此之间亦可交替称呼，华夏不行

"中国礼乐"即可称为夷狄;夷狄行"中国礼乐"

亦得视为中国 。 春秋最大诸侯国之一的楚，因藐视

周天子，率先自称王号，故西周末，楚王熊渠自

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 ( (史记·楚世

家} ) 。 同样，秦国也被视作"西戎霸主" 。

秦以后，开始建立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

家，从此以后，便将中原王朝直接管辖区域称作中

国，从而"中国"成为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相对称的地理概念了 。 从此至清，不管是汉族还

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概以中国称之，

均被纳入中国正史记载 。 这就是以往人们长期误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斗注重重.鑫二 一年丰云雨豆语1.

的看法，即把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原王朝等同起来

了。实际上，无论哪个时期的"中国"，除了中原

王朝这个主体部分外，还应包括周边地区存在的各

民族所建立的地区性、民族性的政权实体，乃至种

族、民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集团活动地区 O

至于历史上有些民族或政权是跨国的，又该如

何对待呢?这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最典型的事例要

数历史上的高丽了 O 因为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

绿江以北，后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围的

江南北的，后来才发展到全在鸭绿江以南了。所

以，当它主要在鸭绿江以北时，它应作为中国境内

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围家，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

年，强盛于东汉时的离句丽，它同我国历史上的匈

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等政权一样，都是中

医的一部分: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的今吉林省集安

市境内时，疆域虽跨鸭绿江两岸，其全境都应作为

当时中国的疆域:到 5 世纪后，它迁都到平壤，就

不能再看作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政权了，只能作为邻

国招待，不仅鸭绿江以南领士，就是鸭绿江以北、

辽水以东的领土，者在作为邻国相待。

拿"中雪"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

的革围，这个现念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的 O 实际

上在中国近代初期，这个观念还没有固定下来。照

现在用法的"中国"攘念，形成很晚，基本上到晚

清时才形成的 C 直到 1912 年，推董事了清朝政府，

建立起中华民国以后"中国"才成为它的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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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成为我们国家的代名词 。 今天作为地理范围、

国家名称就更加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

2.>>手乞胃 "葛霞坦国l .. 

古代的疆域应是从广义来说的，而不是资本主

义社会以后所指的国家领土 。 所谓领土、国土往往

是对国家而言的，一定要有国家的存在 。 古代一些

地区性、民族性的政权实体，甚至氏族部落或部落

集团生产活动的地区，就不可能存在领土或国土，

而他们活动的地区，所占有 、 控制的地域范围，可

称为"疆域" 。

古代的"疆域"主要指一个国家或政权实体控

制的范围 。 它不一定都要有非常完全的主权归属 。

因为古代边区情况很复杂，有属国、藩国，有称臣

的、有册封的;即使册封，有的有自主权，有的却

没有自主权;有的名为地方宫，但实权却是世袭

的;有的仅有内政权，军事 、 外交权却受中央控

制;有的甚至内政也受到干涉 。 诸此种种，很难划

定主权界限，所以"疆域"定义很难确定 。

对中原王朝来说，所谓"疆域"，基本可暂定

以下几条作标准:

(1)一般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军事驻防区、电

垦区、民族自治区，以及边远地方管辖较为松散、

给予各种优惠政策的特殊行政区，都在疆域之内 。

(2) 一般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的，不能纳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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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王朝的疆域 O

(3) 唐宋时的羁臻府州，虽称府烦，其实其行

政长宫都是tIt袭的民族首领，又不交赋纳税，所以

一般也不能算作中原王朝疆域。至于有的实际已成

民族自治区或边地特殊行政区，则另当别论。

(4) 元明清时的土司，地方宫虽是世袭的民族

苔领， {旦副职由中央委派，并承担一定藏役，所以

可以算入中原王朝疆域O

古代的疆域不同于近代国界，由于边地人口稀

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各个政权实体并不一定

都清楚自己辖境的具体界暇。相邻政权之间也从未

意识到需要划定边界。一般多以自然地理形势，如

高山、大河、沙漠等为界 O 基本上都笼而统之，没

有确切的界线划分 O

由于疆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在生产力保下的

状况下，受自然地理形势影响较大，睡着人类征服

自然能力的提离，这些自然因素就不再是不可逾越

的障碍，所以它也就不能长期不变 O 当自然形势不

足以防守时，往往还需人为的补充，最为典型的是

构筑长城。

在帝国主义人侵中国之前，我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疆域已经确定。其疆域范围是秦汉隋唐以来传

统的中国疆域的直接继承与延续。康熙皇帝在一首

洗阳祭桓诗中说过..卡世属垂楞，开基汉启疆"

( <康熙御制文〉一集，卷三十六〉。意即清朝是继

承了汉霸以来历代新开拓的疆域。再说它已完成秦



| 擅自!I幸豆语 二:这鑫露露驾

汉以来历代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辖，充分

体现了中国疆域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 。 历史

上中国的疆域是稳定的，边界也是十分明确的:东

南起自台湾、澎湖列岛，西北至巴尔喀什湖;西南

起自喜马拉雅山，东北至库页岛;南起南海诸岛，

北至外兴安岭 O

如此广袤的疆域并非我国历史上最广大区域，

无论东西南北哪个方面，历史上都曾有过比它更广

阔的范围，岂不说元代之广，就唐来讲，西边就曾

到达咸海之滨 。 这里我们以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

范围，主要是它较为稳定而又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各

民族人民共同开发、发展的结果 。

3. ;:J."~文~j!族主事主a lK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初发表的 〈中华民族的发展〉 一文中，就精辟

地指出"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

一般地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西及中

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 、 瑶族

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

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

区 i 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 、 鲜卑 、 柔

然 、 突厥、回吃 、 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

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开

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 。 所以按照汉

族今天居住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中极大部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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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汉族所开发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

者，都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时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

族O 事理很显然，中望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

(前)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位，历史

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位的伟

大自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梅成中华民族的各族

男女劳动人员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 (载〈学习〉

第三卷一黯) 0 这是对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人民长期

共同开发中国疆域的正确论断。

我国开发最旱，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黄河、

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来为中原王朝所控制，构成中国

历代疆域主体部分，即北起阴山、燕山、辽河下

游，南至离广，西起能东、四川盆地，东至于海o

这里是以汉民族为主的农业生产区，百耳边区多为各

少数民族从事游牧、渔猎生产区 O 中国疆域形成的

基础，是与这两种不同生产、文化区域的迫切需要

互补性密切有关。盘子牧区离不开农业区，农业区离

不开踌牧区，某种程度上来说，游牧区对农业区的

手在赖性更大一些 O

过去站在中原王朝立场上，往往片面认为边区

潜牧民族不断入侵中原，破环了中原地区经济、文

化。实际不然。在祖国疆域开拓、发展过程中，边

区的少数民族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由于史籍中对

古代各民族阔的和平交往、经济上互相补充、文化

上互相吸收、血统上互相融合等方面缺乏记载，而

对寇、掠、伐、绥等方面却大书特书，所以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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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

以往还有另一种片面看法，好像历代统一都是

由中原王朝招挠、吞并、同化了边区普牧民族，由

汉民族扩展形成的 O 事实却相反，大多是由边区少

数民族为了向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学习、交

流，主动向中原地区聚合，从商使中原王朝的疆域

不断扩展 O

边区少数民族对疆域开拓的最大贡献是由他们

自己先实现局部统一，然后再归并到中原地区，实

现大统一 G 全国疆域的统一，如果没有边区局部统

一是实现不了的 O 因为边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

化较为落后，往往存在着众多的部落或种族，他们

居住分散，只能由他们自己先实现局部统一，才能

形成较强势力，梅成对中原地区的威胁。

历史上边疆地区都是由古代少数民族披荆斩

棘、不辞辛劳地开发出来的。如肃镇、东胡、夫

余、捏姜、鲜卑、乌桓、离哥哥、韩辑、莫、契丹、

女真等民族对东北地区的开发:每奴、鲜卑、·了

零、突厥、回鹊、契丹、蒙古等民族对北方大漠南

北地区的开发;西域各族、莞、突厥、吕骨骂、党

项、蒙古、固、维吾尔等民族对西北地区的开发;

羌、吐谷浑、吐蕃(藏)等员族对青藏高原的开

发:巴、蜀、"西南夷"、蛮、僚、赞等民族对西南

地区的开发:百越民族对岭南、东离浩海和山区的

开发;台湾高山族对台湾的开发，都为这些地区逐

步成为中国疆域一部分奠定了基础。商旦基本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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