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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之道，今非昔比。
人类的精神已经三历变迁。
上古以来，以物理学为基本，研究事物的本性，追求真理，将人的宗旨，归为独一无二的善。
学问通往于至善，固执于本质，直到达尔文进化论出现。
今天我们了解，此说虽然不能解释生物进化，但是其所揭示的方法已经成为人类理解的普遍精神。
由达尔文思路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新视角，以人口学为基本，人的存在，社会构成，以及信仰与观念、
习俗与行为，其中并无一定而规的理由。
差异于种群中出现，变化在遭遇里发生，众生平等，因果繁复，本体难于定论。
而如何算计社会现象的变更作用并加以调节，如何观测群体种族之间的差别并做出解释，人的认识又
在这些差异和变更中如何发生、演变、成就和相互冲突，皆成为学问的中心。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现代化的反思使人类对理性和语言本身的权力产生警惕和怀疑。
话语可能就是暴力，天理迫灭人欲，也拆解和异化人的本身的完整。
而现代性的强制和规范，正以统治全球的方式抹煞着文化的差异，忽视个人内在的柔软而脆弱的隐私
。
以艺术学为基本，揭示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存在，诗的栖居，画的变现，解读一个文本，因人而异
；观看一件作品，每次不同；而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体认方法、性情秉赋又会随着他的命运和际遇不
断变化。
学问在作品评论中展示了对真实的独立透悟，在艺术体验时突显出人的独孤的本质和自由的本性。
而经济制度、文化都是人的问题，在与个人的关系中具有一一对应、不可重复的艺术学关系。
从物理学到人口学再到艺术学的精神变迁，并不是一一兴替，而是从单一到并列，再到三种同在。
精神丰富的同时，认识的方法变得复杂；选择多元之后，学问的信心受到质疑和考验。
更何况知识由于互联网的便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已经多到完全可以遮蔽学习能力和覆盖理解水平
的程度，知识成为人类异己的力量。
所以，无论是对一位学者，还是对一位学生，在大学之道上，要想洞察宇宙，了悟人生，必须重思门
径，梳理思路，概览方法，举一反三，从一个具体的学科入门。
这就是大学入门丛书编辑的形势和任务。
大学入门丛书按学科分类，依照目前大学学科的通行的基本分类方法．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文学艺术四类。
数学和哲学本来应该别归其类，为简便计，将数学挂在以其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一类，虽然社会科学用
到的数学日益增多。
哲学原本在一切分类之上，但是关于哲学历史的学问，讨论哲学观念演变的科目已将哲学学科习惯性
地带入了人文学科之中，吾从众。
大学入门丛书约请的作者，一定是在本领域中的专家，并且同时又是对学科整体相当关心的学者。
借重他们，把一个专业或其中的一个问题讲述给初学者和非本专业的读者，尽量少用专业性强的术语
。
每一部书基本上在12～18万字、12～18个章节之间，力图满足三个基本的期待，既让读者了解本专业
或者本题目的基础知识框架，又让读者了解此种学术的主要思路和方法，还让读者借助启示，动用参
考文献和附录，可以进一步觅得深入学习的途径。
大学之道，古今又是殊途而一致，接引在于入门。
虽不敢妄称此丛书可以通达大学之道，然而不肯失责之心，天地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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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王力教授主持并召集众多专家共同编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简明读本，出版46年来前后
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
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
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
    本书的第4次修订版由北京大学、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和王力家属共同主持，历时4年。
这次修订突破了以往的模式，特聘请在美国任教的汉学专家刘乐园（Lewis Eden），以中国考古学黄
金时代的成果为出发点，通过近世考古发现与传统文献相结合的“古史新证”，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
角度增补最新文化研究成果。
修订的文稿和图片注释无一句空话，深入浅出，新意连连，水平之高为数十年来同类出版物中之翘楚
。
修订的内容中增加了一部分与文稿相配合的图片，某些关键文物的照片解析力之高也是惊人的。
完成后的修订版文稿，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修订委员会还专门为有兴趣的中学生阅读本书扫
清了字词和基本概念上的障碍。
    本书在未上市之前就在出版界圈内引起关注，吸引来自中国港台、韩国和美国的出版社购买本书新
修订版的繁体版权和海外版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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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
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
著有《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同源字典》等四十余部，主编有《古代汉语》
《王力古汉语字典》等，翻译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等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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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插图目录《大学入门丛书》编辑旨意 第一章 天文 第二章 历法 第三章 乐律 第四章 地理 第五章 职官 　
中央官制 　地方官制  　品阶勋爵 第六章 科举第七章 姓名 第八章 礼俗 　阶级、阶层 　冠 礼 　婚姻 
　丧葬 第九章 宗法 　族、昭、穆　大宗、小宗　亲属　丧服第十章 宫室第十一章 车马第十二章 饮食
第十三章 衣饰第十四章 什物修订版后记　封面设计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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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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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1961年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部分(
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
《古代汉语》书稿的原始基础是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讲义》。
讲义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
擢(zhu6)、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等先生编写。
《古代汉语》在这部讲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增删改写，凡四易其稿，但是讲义的涔例和基础
内容都被继承下来。
根据教育部当时的委托，对讲义进行修订的编写组同样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
通论部分的执笔人是马汉麟(南开大学)、郭锡良(北京大学)和祝敏彻兰州大学)诸先生。
当时每一篇稿子都经过集体编写组内讨论，组外(即北京师苑大学的萧璋、许嘉璐，人民大学的刘益之
，北京大学的赵克勤、吉常宏诸先生)专观并签注意见，最后由主编王力教授统稿。
这个定稿比起《古代汉语》最初的可稿已经是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定稿”后，吕叔湘、丁声树、朱文叔、叶圣陶、姜亮夫、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
魏建功等诸先生都曾审阅并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其中尤以叶圣陶和姜亮夫先生修正的内容为多。
1980年和2004年，这部书稿分别在王力教授和郭锡良教授主持下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大的修订。
这部书稿编写修订的时间总跨度有四十多年，千锤百炼，是集体创作的成果，版权属于以王力教授为
代表的集体编写组。
从《古代汉语》教材中抽出的这部分书稿曾在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出版。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书稿的写作情况细节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澄清，以至于大多数读者只知道主编
者是王力教授，但对于具体的编写者和编写过程不甚了了。
这次修订，我们希望可以为所有的执笔人、审稿人正名，尤其是马汉麟教授。
四十多年来，三代编写者对这部书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对此，我们再次表达由衷的敬意。
我们这一次的修订，算来已经是这部书稿的第四次修订了。
修订王力教爱主编的这部名著对我们而言是很光荣的事，同时也是压力很大的事。
原书行文简洁，在修订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和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相应原书中有些内容也需要修改或增补。
但考虑原书的体例，我们也不适合在原书中增加过多的琐碎解释。
最终我们决定，抛开简单文字惨订的老路，以一种新的模式来对原书内容进行增补。
对于正文我们尽可能少故改动，有错误的地方我们简单注明(改动、增加的文字用阴影标出)，而图注
部分我们则在篇幅允许的条件下做尽可能清晰详细的说明。
有些问题细说起来非常长(比如曾侯乙编钟乐律问题)，有些问题从来就没有过硬的解释(比如伏羲女娲
像中的数学仪器)，我们就不做过多阐述。
其实，这次撰写图注的工作基本上属于“古史新证”的路数。
新证派的工作起源于王国维，前辈大师郭沫若、于省吾、唐兰、沈从文、张政娘、孙机、李学■、扬
之水等人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然而，中国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出土文物中大量的古史新证、古墓新知面世数十年，仍不为人所熟
知，我们这里写出来的，也不过万中一二。
限于篇幅和体例，所引参考文献无法在图注中一一标明。
图注的内容几乎全部来自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大展图录、专业论文和研究专著。
修订的内容我们侧重于物质文化的方面，而刻意没有进行所谓“精神层面”、“思想吏”的总结，或
大而无当地上升到“礼乐”、“同谐”、“天人合一”的角度甩出满纸空话。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这是一条自勉的原则。
我们不能拿来要求别人，但我们在努力地这样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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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物质文明所折射出的思想史层面的内容，我们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
未来有机会，我们将在其他著述中予以表达。
由于国人对于中国古代文物内涵的消化实在是太慢，在图片选择上，我们尽可能选择出土时间比较久
的器物。
另外，考虑到有一些非常重要、本该成戈基本文化常识的内容实际上却极少为人所知，我们在注释中
花了很多篇幅来阐述。
有些内容甚至分散在了好几个图注里。
(这几个重要内容是：黄帝战蚩尤的事件、先秦姜姓家族的巨大势力、先秦时期酒和酒器的性质、中国
古代气候三次变冷以及子弹库战国楚帛书里的创世神话。
)行文简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考虑到先秦古文字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比较艰涩，我们对《楚帛书》
和《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遇蚩尤》做了通篇逐字译写。
冗长之处，请大家谅解。
限于篇幅，不可能提供译写的全部考证，这一点是要先向大家说明的。
我们对于大多数日常生活里不常用的字都注了汉语拼音，希望能给读者多提供一些方便。
修订的内容由北京大学教师刘乐园撰写。
这次修订由北京大学、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及王力教授家属共同组织，图注撰写中得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源、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路东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斌、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璐、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陈宇和北京大学法学完的葛洁诸位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
深表谢意。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修订委员会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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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一本不掺水的书：那些深入浅出、无一字无出处的真材实料，那些精美清晰
的线图，那些古物新知、古史新证，在近世30年的同类出版物中无出其右。
数十位专家集四代学人的学术功力，用最平实通达的语言，为广大读者献上了一幅中国古代文化生活
的全面、绚丽的图景画卷，这就是这本可以传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插图修订第4版）。
你知道知名的司母戊鼎有一个假耳朵么？
你知道孟姜女姓姜不姓孟么？
你知道汉代穿深衣的人所穿的裤子是露屁股的开裆袴么？
你知道最古老的同心结是什么样子么？
你知道黄帝战蚩尤的真相么？
你知道最古老的酒瓶出现在6000年前么？
你知道猪肉的“腥”字本来是什么意思么？
你知道中国近3500年来经历过何等让人匪夷所思的三次大规模变冷么？
所有这些奇趣横生的知识，尽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最新增补的内容中。
本书看点：经典必读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王力教授主持并召集众多专家共同编写的关于中国古代
文化常识的简明读本，出版46年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
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
集体创作 书稿编写修订的时间总跨度有四十多年，倾注了三代编写者大量的心血，历经千锤百炼，是
集体创作的成果。
古史新证 本次修订突破了以往的模式，特聘请在美国任教的汉学专家，以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成果
为出发点，通过近世考古发现与传统文献相结合的“古史新证”，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增补最新
文化研究成果。
改谬补漏 本次修订在增加新知的基础上，针对古代文献未能准确诠释的部分，援引大量考古发现重新
做了精确的解释，纠正了大众乃至学界的错误认识，呈现给读者一幅更具趣味性、更准确的中国古代
文化生活图景。
编排精心 本书论述从创世神话到古代文明社会，内容精深，语言生动简练，精选的图片和鲜为人知的
图片说明相结合，使读者更贴近古代文化生活，从而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方便读者阅读，专门为有兴趣的中学生扫清了字词和基本概念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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