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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的四卷本《中
华文明史》的普及本，分别叙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中叶、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四个历史
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就，共12分册。
在原书综合性、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通俗性，以适应大众阅读的需要。
    本册上起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下讫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以简洁清晰的笔调勾勒了先秦时期
中华文明及思想的形成和源流，尤其重点介绍了儒、道、墨、法、名、兵等诸家的思想。
此书可以帮助读者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有一脉络清晰、简易准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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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和中国古代思想。
主要著作有：《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简帛思想文献论集》、《易传通论》、《庄子哲学》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奠基与经典>>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地理与经济  一  地理  二  农业   三  商业第二章  居民、村落、城市与国家  一  居民  二  村落
、城市与国家第三章  文字、文献与文学  一  文字  二  文献  三  文学第四章  礼乐文明  一  礼  二  宗法制
度  三  乐  四  礼器与乐器第五章  宗教与信仰  一  天神与祖先崇拜  二  筮占与《周易》  三  占星术   四  
巫和史 第六章  孔子与儒家  一  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二  孔子与儒家  三 礼乐与人性   四  仁义与人道   五  
六经的意义 第七章  道家  一  老子、庄子与黄老   二  虚无与因循   三  形名与形神   四  齐物与逍遥 第八
章  墨家、法家、名家与阴阳家  一  墨家   二  法家了  三  名家   四  阴阳家   五  兵家与《孙子兵法》   六  
从百家到一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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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把传统的中华文明比做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那么秦帝国之前无疑是这个建筑奠基的部
分。
地理与种族，村落、城市与国家，农业与商业，汉语与汉字，文献与文学，祭祀与宗教，礼乐秩序，
以及诸子百家所代表的璀璨思想，共同奠定了后世中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这是一个久远的时代，伟大的考古学可以带领我们回到几千、几万、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年以前，通过
某些零散的碎片试图去还原人类和文明进化的链条。
这是一个艰辛的时代，从那些简单的工具和洞穴、粗糙的房屋中，我们可以去体会先民们筚路蓝缕的
生存历程。
这更是一个创造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无数次的第一个发明带给华夏先民的兴奋和快乐：第一次的人
工取火，第一次的种植和收获，第一次的房屋建筑，第一次的文字创造，第一次的歌唱⋯⋯这也是一
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时代，在血淋淋的人牺中逐渐地发现了生命的价值，赤裸裸的掠夺被礼乐揖让所
取代。
在这个奠基的时代中，古代中国的不同区域都发展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
从北方的红山文化到南方的良渚文化，从西方的仰韶文化到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不同的族群都以自己
的智慧在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创造和发展着属于自己的文明。
这些文明在不断的竞争和融合中逐渐地形成多元一一体的格局，并在中原地区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第一
个中心。
这里是古代传说展开的主要舞台，黄帝、炎帝、蚩尤、共工、颛项、尧、舜和禹，一连串的名字代表
着文明演进的不同阶段。
这里也是三代王朝的中心地带，夏族、商族和周族逐鹿中原，在权力的转移中演绎着强弱兴衰的变化
，共同铸造了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民族，以及能够代表华夏民族的华夏文化。
在这个奠基的时代中，作为主要经济活动形式的农业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农业带来了聚居和合作，带来了规范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最初秩序，带来了认识自然界的永恒动力，也
带来了对人和天之间关系的既现实又终极的思考。
《尚书》的第一篇《尧典》在称赞帝尧之后，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
月星辰，敬授民时。
”古代中国天文知识的发达并不主要是人们对天象的纯粹兴趣，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农事的需要，以
及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对天和人之间关系的看法。
作为中华文明最初的一部宪法，《尚书·洪范》中包含着农业文明对于世界、社会、政治、经济、人
性、价值等的基本理解。
《洪范》共有九畴，最重要的就是位居第一条的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很显然是农业生产
和生活所必须的五种要素。
但在《洪范》中，五行已经变成了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框架，于是有五事、五纪、五庶征、五福等一
系列的与五行有关的观念出现。
第三条的八政，因为立足于农业的基础之L，所以在汉代直接被表述为“农用八政”。
这八政是指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和师，包括了农业时代最主要的政事门类。
农业文明还带来了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使得中华文明表现出对血缘和家族的特别重视，强大的宗
法制度无疑是其集中的体现。
由此还引申出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观念，如“亲亲”、“孝”和“仁”，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成德门径。
《尧典》所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代表了中华文明最高的政治理想。
这个奠基的时代还诞生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字。
这个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即便在电脑时代，也仍然表现着它的结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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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一直到隶书的出现，汉字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展现着中华文明的变迁。
值得提到的还有精美的青铜器，作为礼器的一种，这是了解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宗教、艺
术观念的重要器物。
这种器物甚至成为用来命名一种文明的根据，夏、商、周三代被学者称为中国青铜时代。
不能忘记的还有精美的玉器与丝帛，我们不能把它们看做是华而不实的艺术品或者一般的实用品，作
为礼器，它们成为区分人群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
从某种意义上讲，奠基的时代就是创造经典的时代。
此时期最重要的经典是《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经，它们以“和而不
同”的方式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基础。
其次是诸子的文献，儒家的《论语》、《孟子》、《苟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
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兵家的《孙子兵法》等，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华夏先民的心灵，他们对
于生命和世界的看法，显示出思想领域的开放和多元。
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学上的((楚辞》，屈原等楚地的诗人通过诗歌来表现浪漫的精神和对世界的执著。
不应该忘记的还有史学领域的《左传》及《国语》，神话和地理学领域的《山海经》等。
这些不同层次的经典，共同成为中华文明永不枯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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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几年以前，很荣幸地参加了《中华文明史》第一卷部分内容的写作。
能够和来自于考古、中文和历史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起讨论和合作，受益良多。
由于专业背景的缘故，我负责的主要是该卷中涉及思想史的部分，包括商周时期的宗教和信仰，以及
先秦诸子等。
之后，又接下了该卷普及本的写作任务。
中间拖沓磨蹭，深感歉疚。
由于该书与《中华文明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地照顾到了原书的结构和
内容。
有些部分如“地理与居民”、“农业与商业”、“村落、城市与国家”、“文字、文献与文学”等，
在材料及语言上都直接或间接地采用了原作者的成果，在此特作说明，并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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