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化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3033768

10位ISBN编号：7303033769

出版时间：2006-09-01

出版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岱年等编,方克立

页数：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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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概论中国文化，在编章展开之前，有必要就全书的核心概念、涉及范围、基本宗旨等问题预作说
明，是为绪论。
　　本书作为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公共课教材，意在给大学生们提供一个了解祖国悠久、丰富文化
遗产的简明文本，使之对于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所把握，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有所思考。
我们不企求读者同意本书的全部特点，但望能启发朝气蓬勃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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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家、思想史家。
河北献县人。
著有《中国哲学大纲》、《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等
。
方克立，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大陆区域代
表。
湖南湘潭人。
著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主编有《中国哲学大辞典》、《中
国文化概论》、《现代新儒家学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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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代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对于维护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巩固政权，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这一传统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有发展之势。
皇宫之前，左宗右社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
今北京故宫前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便是明清的太庙，右侧的中山公园是明清的社稷坛，也就是“左
宗右社”的格局。
“左宗”是宗法的标志，“右社”是国土的象征，共同表示着这个王朝的天下和对全部土地臣民的占
有。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春秋以后，随着姬姓血缘关系的松弛，具有完整意义的
西周宗法制度开始瓦解，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式微，以下凌上、僭越礼制的现象普遍发生，天子不
复巡狩，诸侯不朝觐纳贡。
礼崩乐坏，说明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到战国时期，一些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不但产生，而且已经相当成熟。
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等等，均以新的姿态出现于历史舞台上。
选拔官吏的办法亦与前不同，当官要靠举荐、军功、直接上书游说等手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废分封行郡县，实行编户齐民，“车
同轨、书同文”，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以吏为师，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
。
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对血缘宗法制度和观念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冲击。
但秦朝二世而亡，只存在十多年时间，秦始皇的一些反对血缘关系的做法被汉初的统治者所否定，其
影响力就大大被限制了。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
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一直延续下来，虽有所变异，但其模式基本上循而
未改。
　　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
西周时代统治天下的主角是姬姓家族。
周之后，姬姓家族的统治灭亡，但其他家族的统治相继而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行郡县，建立公卿之制，但权力的核心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自称始皇帝，以后二世、三世、四世⋯⋯要千万世地传下去。
这远比“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旨要贪婪得多。
刘邦本为编户齐民，但当了皇帝后，权力就成了刘氏的权力。
他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也是想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刘氏家族的手中。
这种家天下思想不只统治者有，还深深地影响到广大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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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国家教委指导下集体编著的高等学校公用教材。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已在部分高等学校试开，它在帮助青年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提高其人文素质
，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实践证明，很有必要在包括文、理、工、农、医在内的各类高等学校普遍开设这门课程。
去年年底，国家教委给我们布置了编写《中国文化概论》教材的任务，要求一年完成。
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按期完成了这本书稿。
　　本书由张岱年（北京大学）、方克立（南开大学）主编，下设包括全体编写组成员在内的编委会
。
常务编委为张岱年、方克立、冯天瑜（湖北大学）、郭齐勇（武汉大学）、杨志坚（国家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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