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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史书素重“记事”，也兼及“记言”，　“五经”中最具史典性的《尚书》和《春秋》，分别以
“记言”和“记事”为重心，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
·艺文志》）。
中国史书形成纪传体（以《史记》为端绪，诸正史承袭之）、编年体（以《春秋》为端绪，《资治通
鉴》光大之）两种主流体裁，其所载内容兼纳“记言”与“记事”，而又以“记事”为展开部。
后来，在编年体的基础上发展出纪事本末体（以《通鉴纪事本末》为端绪，续有《明史纪事本末》等
），更突出“记事”，形成一种按时序编排、以陈述事件经纬为使命的史书新体裁，其优长为“文省
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史书重视记事，并非史家之偏好，而有其深沉的原因在：历史本来就是由事件贯穿而成的。
所谓“事件”，略指历史上、社会上已经发生的大事情。
脱离了事件具体而微的陈述，历史便陷于空泛。
如果缺乏关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台儿庄之战”、“保卫大武汉”、“百团大战”、
“重庆轰炸”诸事件的准确记述，便不成其为中日战争史。
事件的孕育、诞生、发展、演变、消弭，前后事件间的起承转合，构成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
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如此，作为专门史一支的文化史亦是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史，由一系列文化事
相的生成演化所构成，正是由诸如文字的发明、青铜器的制造、元典的创生、经学的兴起、科举制的
推行、李杜诗篇的涌现、永乐大典的编纂、考据学的盛行等事相，方编织成逶迤多致的中国古代文化
史。
因此，我们可以沿用纪事本末体的体裁，通过前后递嬗的文化事件娓娓道来的叙述，达成色彩璀璨的
文化史的呈现。
当然，人是文化史的主体，事件由人的活动构成，述事必须见人，要见人的精神，但这人的精神又一
定是通过事件的演绎透现出来的，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
太史公自序》）。
读者诸君案头的这部《中华文化事典》便是依纪事本末体之例编纂的一部贯通性的文化事相史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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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化事典》应当既具有工具工的物质，又具有学术著作的品格。
作为工具书，它的内容应当客观、准确、精当、公允、平实；而作为学术著作，它在条目遴选、结构
安排以及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写作规范内，又要尽量凸显中华文化及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新成绩。
《中华文化事典》实质上是一部以事为纲的中华文化史。
对事相、事件、事物的关注，向来是中国史学的强项。
　　《中华文化事典》剪材精要，通过306例事相、事件、事物勾勒自先秦以迄民国的中华文化进程，
观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诸层面，纵向层层递进，波澜起伏；横向条分缕析，
此呼彼应，并且展示了中华文化由多民族共创，由内外因素互动涵化而成的特点，从而达成一部多维
度的，又史迹清晰的中华文化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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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上所述，三皇五帝是战国秦汉间人们对于古史系统的一种理解和排列，未必为某些具体的人物，有
可能是一个历史时代或某一部落联盟的象征。
这些传说对研究我国上古时期社会情况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后世传说中有将三皇五帝神化的情况，已近于神话，和历史实际有了较大距离。
唐宋以来已有一些学者对古史传说提出质疑。
唐人刘知几、宋人刘恕至清人崔述，都曾对三皇、五帝、十世之说予以澄清。
近代以来学者们对古史传说又提出了新的认识，先有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其《上古茫昧无稽考
》认为战国诸子借托古改制，臆造古史。
被誉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的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初名《最新中学中国历
史教科书》，共三册，上册出版于1904年，1906年三册出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3年商务辑印大学教科书，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改名为《中国古代史》）第一章，把三
皇五帝称为由“上古神话”构成的“传疑时代”，将三王、五帝、九皇及盘古、三皇、十纪等说，一
律视为抵牾不足信。
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
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他举例说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
汉以后有盘古等。
又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
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鉴于传说中古史的这种经历，顾颉刚总结说：“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
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论古史书》一文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关于古史的大讨论，在思想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革命，旧有的
古史体系被摧毁。
大多数学者把三皇五帝时代列入史前史的范围，黄帝、尧、舜为原始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成为大多
数人的共识。
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深刻反省传统史学，用新科学方法重建中国的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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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化事典》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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