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13位ISBN编号：9787040190151

10位ISBN编号：704019015X

出版时间：2006-5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王小甫

页数：309

字数：3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和各学科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大学课堂系统地讲授古代中外文化交
流的知识也显得更为重要。
让青年学生广泛了解我国古代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进程，有助于他们正确认识本国文化的性质和优
良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对外交往中的健康精神和良好心态。
本教材是为适应新世纪对新型人才素质教育的要求而编写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容全面，按时代顺序，尽可能分地域和类别介绍相关内容，要言不烦；二是资料新，尽量
用新的考古文物资料来说明问题，既摆脱了排比罗列文献资料的窠臼，又增强了说服力，使叙述更加
生动；三是观点新，本书尽可能吸收采用学术界的较新研究成果，尤其注意反映近年的学术发展；四
是有别于同类专著，纲目清楚，各章附列重点难点、复习思考题和主要参考文献，既适合课堂讲授，
亦便于个人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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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二、交通网络——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空间平台
第一章 传说与考古材料中先秦时期中国与世界的接触
　第一节 中国古籍关于远古西方的记载
　第二节 西方古籍关于早期东西方交往记载的追溯
　第三节 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
　第四节 中国同朝鲜、日本的早期文化联系
　第五节 中国同东南亚的早期文化联系
　第六节 亚历山大东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中外接触和交流
　第一节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对立和交流
　　一、匈奴兴起前欧亚草原上的文化
　　二、由带具服饰看文化交流
　　三、匈奴与东、西交流的草原之路
　第二节 月氏西迁与贵霜文化
　　一、月氏西迁
　　二、贵霜文化
　第三节 两汉通西域
　　一、张骞通西域
　　二、东汉经营西域
　　三、匈奴西迁与民族大迁徙
　第四节 丝绸之路上斑斓多彩的西域文明
　第五节 佛教传入中国
　第六节 与朝鲜、日本的交流
　　一、秦汉时代与朝鲜半岛的交往
　　二、秦汉时代与日本的交流联系
　第七节 秦汉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联系
　第八节 南海之路初通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中西陆路交流的发展
　　一、丝绸之路上的东罗马文物
　　二、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开通与交流
　　三、南北朝中国与萨珊波斯的交流往来
　　四、中外技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第二节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第三节 中亚粟特商胡来华
　第四节 拜火教与祆神
　第五节 东亚的汉字文化圈
　　一、魏晋南北朝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三、汉字汉文在越南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海交通
　第七节 纵横驰骋的骑马游牧民族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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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
　　一、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二、隋朝中外关系的发展
　　三、唐朝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四、唐末五代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低迷
　第二节 隋唐时期中外交通的主要路线
　　一、中外陆路交通的发展
　　二、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
　第三节 隋唐时期中外人员流动与文化传播
　　一、隋、唐时期的外国侨民
　　二、中国人到海外
　　三、唐末五代西北民族迁徙及其历史影响
　第四节 外来文明与隋唐社会生活
　　一、“三夷教”与外来宗教的大发展
　　二、域外科学技术的传人
　　三、外来艺术的流行
　　四、外来货币
　　五、外来植物与动物
　　六、外来文明影响下的唐代社会生活
　第五节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
　　一、唐代文化西传
　　二、造纸术的西传
　　三、隋唐时代东亚文化交流的新发展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中外陆路交通
　　一、宋朝的中西陆路交通
　　二、辽朝对外关系的发展
　　三、西夏对外关系的发展
　　四、金朝对外关系的发展
　　五、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
　第二节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二、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三、宋元时期的诸蕃水道
　　四、考古发现的环中国海宋元沉船
　第三节 宋元时期中外人员流动
　　一、宋元时代中国人的国外游历
　　二、蒙古西征与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三、“住蕃”与“唐人”
　　四、宋元时代外国人人华
　第四节 宋元时期的外来文明
　　一、外来物质文明
　　二、中国的犹太人和犹太教
　　三、宋元时代的外来科技
　　四、宋元时代的外来工艺技术
　　五、宋元时代的外来艺术
　第五节 宋元时期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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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瓷器外销
　　二、丝绸的外销
　　三、三大发明的西传
　　四、中国书籍在东亚的传播
　　五、程朱理学在东亚的传播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一节 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
　　一、明初的中西陆路交通
　　二、朝贡贸易与郑和下西洋
　　三、华人下南洋
　　四、明朝后期的开闭关之争与清前期的闭关锁国
　第二节 中西初识与礼仪之争
　　一、西方航海贸易势力的东进
　　二、清代来华的西方使团
　　三、西方教士来华及其活动
　　四、中西初识
　　五、礼仪之争
　第三节 明清时期传人中国的西学
　　一、天文历法
　　二、数学
　　三、物理学与机械工程学
　　四、地理学
　　五、生物学
　　六、医药学
　　七、西洋建筑
　　八、绘画
　　九、音乐
　第四节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
　　一、汉籍西传欧洲
　　二、欧洲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欧洲
　　四、明清时期中国典籍的东传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中外物质文明交流
　　一、丝绸、瓷器的外销
　　二、茶叶远销欧美
　　三、明清时期输入中国的“西洋奇器”
　　四、来自美洲的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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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百济的寺院建筑上也可以看出中国对百济的影响。
百济的寺院多为单塔式寺院。
就其坐北向南者而论，一般将南门、塔、法堂、讲堂依次安排在一条中轴线上，四周用回廊与外部隔
开，形成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整体。
扶余军守里的百济寺院遗址正是如此：南北向回廊的长度等于以东西宽度为边的正方形对角线长度，
而以寺院南边线为底边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却是寺内法堂的中心点。
法堂处于寺院中心点或稍偏南处。
这一布局与北魏灵太后胡氏于熙平元年（510）在洛阳兴建的永宁寺有十分相似之处，也与隋长安城的
大兴善寺、禅定寺很相似。
 百济的佛雕与中国佛雕有着密切关系。
1959年汉城（今首尔）郊外纛岛发现5厘米的小铜坐佛，是400年左右的中国作品。
可以认为，这是中国佛雕在朝鲜半岛最早的范本。
百济佛的显著特征是佛像的面部有所谓“百济的微笑”。
这种微笑与北魏太和二年（478）由河间乐成张卖所造的弥勒像（今在日本）的柔和含笑的童子状面容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像扶余军守里寺院遗址出土的金铜观音立像（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高11.5厘米，天衣成斜十字
形交叉在身前，衣襟左右展开，与六朝的造像一致，其圆而温和的面庞浮现出“百济的微笑”，也与
中国成都万佛寺中齐梁时期的石佛极为相似。
扶余军守里出土的蜡制如来坐像（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高13.5厘米，其覆盖在台座前的衣褶形
状，也忠实地保留了中国北魏时期龙门石窟的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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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是为了能让青年学生广泛了解我国古代
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进程而编写的，内容翔实，讲解全面。
有助于他们正确认识本国文化的性质和优良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对外交往中的健康
精神和良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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