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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叙述的是自初民时代至2l世纪初的中国的历史。
要想在一本篇幅有限的小书中将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讲解清楚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此本书不可能面
面俱到，只能以时间为序，以政治演进及文明发展作为中心内容，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及文明成果
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概述。
因此，“政治”和“文明”是把握本书叙事的两大线索。
中国习惯上把数千年的古代历史划分为文明起源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而把1840－1949年
之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近代史，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历史为当代史。
文明起源时期包括自石器时代至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的漫长时代。
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经历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农耕经济形态基本确立
。
考古发现的元谋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
炎黄传说和部族联合意味着华夏族已逐渐形成。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则代表国家正式建立前的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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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古代的绝大多数时期，中国都居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中心。
不仅农耕绐济水平世界一流，政治制度趋于精密完善，文化创造力旺盛，而且还将儒家文化传播到周
边国家，形成广泛的儒家文化圈。
在经历艰难的近代变革之后，时至今日，中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发长足的进步，中
华民族的复兴之梦正在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在这里，中国人数千年的精彩画卷将为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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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先秦时期和终有秦一代，中国虽然盛行多神传说，有“敬天法祖”的传统，但没有形成有系统
教义的宗教，到了西汉，虽然经学与阴阳五行学说、谶纬之学相结合，被神学化了，但也没有发展为
宗教。
中国出现宗教，是在西汉之后，包括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由与孔子同时代的乔达摩。
悉达多所创，他被他的信徒们尊称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或“佛”。
佛教在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被定为国教，随后开始向外传播，后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向外传播，大致有南北两条路线，向南传人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等国和中国云南少数地区，
以小乘佛教为主；向北传人西域诸国，再东传至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以大乘佛教为主。
在中国西藏盛行的佛教是大乘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佛教是从西北陆路传人中国的，属于大乘佛教，但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却认为佛教
是从广东一带经海路传人中国的。
佛教什么时候传人中国呢？
在古代，佛教徒为了提高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编造了许多神话，把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大大提前，
有的说是西汉，有的说是春秋战国，甚至有的编造说是黄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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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是世界上数千年历史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又有着深远的历史纂修传统。
以史书而论，既有正史之二十四史煌煌在列，也有无数民间史著并存争辉。
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修史传统在今日中国的延续。
在近代学术分科之前的时代，史学一直居于显学的地位，上自宫绅士人，下至黎民百姓，大致都有“
读史知史”的传统。
当然，普通民众因受教育程度所限，读史的途径、目的和方法都迥然有别。
文人学士以辨史、疑史、证史为矢的，升斗小民则多在故事、戏曲、评书之中领略“后朝戏说前朝事
”的乐趣和教益。
由是，对历史著述来说，既有写法之不同，也有读法之不同。
在当代，史学早已不是显学，甚至已是公认的“冷门学科”，但这并不表明民众的读史传统已经消逝
，也不代表民众对历史已经失去兴趣。
恰恰相反，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之中人文传统的回归激活了人们对于历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经典重读
、电视讲坛的时兴正是这股文化潜流的反映。
但对于非专业的读者而言，阅读专业的史著或者大部头的通史都难免耗时费力。
此外，不少的教材都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及当代中国分开而论，难免对完整了解中国历史造成障碍
。
本书希望通过较为简短的篇幅，以18章的内容对从初民社会至今日中国的历史做素描式的叙述，在内
容选择上以文明发展史为主线，在语言风格上尽量简洁生动，以便于读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对
中国历史有一个总体了解。
本书还配以相应图片及照片，便于增加读者对中国历史人物及文明成果的感性认识。
这些图片主要选自陈高华等主编的《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和苏振申编《中国历史图说》，谨此致谢。
本书可用作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的通史学习及非专业学生的通识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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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与文化(插图本)》：古代中国人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留下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遗产。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革新与百家争鸣的自由精神，到汉朝开拓“丝绸之路”、开启以儒学治国的传
统，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思想多元和个性张扬，更有唐朝开放、自信的文化气度，
加上宋明的期精致内敛的理学、辉煌一时的科技成就和空前繁荣的市民文化，无数繁华景致熠熠生辉
。
尽管在近代历尽艰辛，中华文明却赓续不绝，越来越呈现出迷人的魅力。
《中国历史与文化(插图本)》在语言上力求简洁生动，插入精美图片，以便于读者轻松地了解中国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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