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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开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系列教材，是一套高水平、高质量的教材，十余年来一
直被全国许多高等院校所选用，久获盛誉。
今有幸应孙淑兰先生之邀，加盟南开大学出版社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负责《中国
历史文化》一书的编撰。
承蒙信重，深表谢意。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历史专业、旅游专业的教学与管理工作。
因此，对旅游专业的教材建设也就非常热衷与关注。
能够为旅游专业的教材建设贡献一点绵薄之力，这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作为一名教师的光荣。
中国历史文化课，是全国各高等院校旅游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
历史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
从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市场各个环节的运作，到具体的各个旅游景点的导游工作，都离不开历史文
化。
旅游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在旅游机构的引导下，沐浴自然，感受历史，体验文化的过程。
因此，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旅游工作者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基本
素质。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要在一本书里把中国历史文化作全面详尽的介绍，那是不可能的。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是从大专院校旅游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教学任务以及未来的工作需要出发进行
专题选择。
同时也兼顾旅游专业各部门在职工作者进修提高的需要和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各界广大读者
的需要。
《中国历史文化》一书不是系统地讲授中国历史，而足侧重介绍与旅游紧密相关的各类文化事象的渊
源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是文化事象的历史。
因为是讲历史，就须选题要精，脉络要清，释说要详，其说有源，其论有证。
基于这样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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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是从大专院校旅游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教学任务以及未来的工作需要出发进行
专题选择。
同时也兼顾旅游专业各部门在职工作者进修提高的需要和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各界广大读者
的需要。
《中国历史文化》一书不是系统地讲授中国历史，而是侧重介绍与旅游紧密相关的各类文化事象的渊
源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是文化事象的历史。
因为是讲历史，就须选题要精，脉络要清，释说要详，其说有源，其论有证。
基于这样的考虑。
本教材选了十九个专题。
分为十九章。
第一章为总论，概述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
以下十八章分述十八个专题。
每个专题都是相对独立的，但互相之间又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从婚姻、家族、国家政权而至贸易、衣食、文字、文学、经学、宗教、道德、民俗、节庆等，构成一
幅清晰简要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缩影。
在教材内容的叙述中，适当地引用了一些历史文献的原文，一方面是为了使所论述的文化事象有源有
证，同时也是为学生提供读书线索，进一步去涉猎更广阔的知识领域。
因为是供大专院校学生使用教科书，就不能浅白如通俗读物。
所以本教材选题虽少，但知识含量较大，并有一定的学术品位。
这样既为教师的讲授提供充分阐释发挥的余地，也有利于学生扩大知识视野、提高理论水平和培养钻
研思考的能力。
　　本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同时也吸纳了学术界各方面专家的最新研究成
果。
因受教材体例的限制，不便于在行文中一一注明，只能在书后列出主要参考书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史文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历史文化总论第一节　中国与中国古代社会第二节　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三节　
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与弘扬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婚姻形态及其演变第二
节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婚礼第四节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婚俗第三章　中国古
代的家族与宗法制度第一节　中国古代父系血缘团体的结构与宗法制度第二节　秦汉以后的封建大家
族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亲族与亲系称谓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姓氏名号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姓与氏第二
节　中国古代的名与字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别号、绰号第四节　中国古代的名字的避讳第五节　中国
古代的自称与对称第五章　中国古代的帝王制度第一节　中国古代帝王的继承制度与登极仪制第二节
　中国古代帝王的常朝仪制第三节　中国古代帝王的尊号、年号、谥号、庙号制度第六章　中国古代
的职官、选官制度⋯⋯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礼仪第八章　中国古代的军事第九章　中国古代的贸易第
十章　中国古代的服饰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的饮食第十二章　中国古代的文字与书法第十三章　中国
古代的诗词曲赋第十四章　中国古代的儒家与儒学第十五章　中国古代的道家与道教第十六章　中国
古代的佛教第十七章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第十八章　中国古代的吉祥观与吉祥物第十九章　中国古
代的节日与节庆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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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化事象，都是自然与社会的综合产物。
那么中国的历史文化是植根于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呢？
一、自然的中国在世界的东方，有一块被喜马拉雅山一天山一阿尔泰山和大海环抱的古老而辽阔的土
地。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大封闭圈里的古人，以为这里是居天之中的神州，因而称之为“中国”。
在中国这个大封闭圈中，幅员广阔，大约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地形复杂，西南为世界屋脊的青
藏高原，由西及北为绵亘的戈壁沙漠，由东而南濒临海洋；腹内群山纵横，河流交错。
黄河、长江、珠江、辽河、松花江、黑龙江等众多河流，滋润着错落相连的高原和平原；气候多样，
大部分是属于北温带，南经亚热带直至热带，北至寒带。
中国古代的各个民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中，共同地创造了中圈的历史，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
经过百十万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一系列区别于其它国家的鲜明特点：(一)农业为主体的多元经济结
构社会在远古和上古时代，古人类主要是依赖自然条件而生存的，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选择什么
样的生产方式。
中国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最适于农耕。
因此。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大多数是以农耕为主。
今甘肃、青海、西藏以东的广大地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或炎热，成为著名的农耕地区。
以秦岭、淮河为界。
其北部形成以麦、粟、稷等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Ⅸ，其南部则是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水田农业区
。
而西部和今长城以外的北部地区，多为戈壁、沙漠，问杂草原，气候偏冷，雨量比较少，自古即为射
猎畜牧区。
居住这里的先民们先以射猎继而以游牧为生．是为牧猎经济。
其人数要少于农耕之民。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有了分野。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原始锄耕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
在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的仰韶文化和距今七千至六千年的河姆渡文化等遗址中， 都出土有大量的石刀、
石斧、石镰、石铲、石耜、骨耜等农耕器具和石磨 盘、磨棒等谷物加工器具。
更发现了许多粟、稷、稻等谷物的籽粒以及蔬 菜籽等。
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的时候，中国的历史由母系氏族公社进入 了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在考古学上为新
石器的晚期。
原始的锄耕农业进 入更加繁荣的阶段。
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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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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