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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彩内文　精良印刷　独特设计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从成稿到现在已经48年了。
经历48年的时光来看这本书，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原稿的质量非常之高。
除了中国上古音乐史的内容因为近世重大考古发现而需要较大的改写之外，其它章节中的问题都非常
细微。
然而原稿由于是一部基础教材，铺陈中国古代文化概念非常之密集，这种密集性尤以《天文》、《历
法》、《乐律》三章为最。
对于没有基础的读者，连里面很多字都认不下来，更不要说对意义的理解了。
　　所以这一次修订，我们除了直接修改原文中的错误之外，增加的图和注释是接合原文，同时又比
较独立的。
这种独立的注释的优点是可以从最浅显的内容一步一步讲起，一直讲到现在学术界认识的最深水平。
将原文和注释联系起来的，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著名的一些古代器物。
　　在一个虚浮的时代，这社会上讲解中国古代文物和中国古代文明的东西往往流于低俗和庸俗。
明明是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偏偏有人能撂地抠饼谝“文化”、谝“头颅的精神尊严”、谝“天人合一
”或者“同谐”写出成千上万言来，并且以此洋洋自得。
我们没法子要求别人不写空话，但是我们在努力这样要求自己。
我们没有改变整个世界的狂放和自大，但是我们希望，不写空话，不写大话，从中国古代文物与文明
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写起，能让读者觉得有趣，感觉到中国文明真正的渊深和伟大，感觉到中国古代器
物中的摄人心魄的美，从而喜欢翻翻书，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或者想法，就会是真正的进步。
　　之所以出彩色精装本，主要是基于一个纪念性质的考虑。
其实黑白印刷版本或者彩色印刷平装本的解析力和装印质量已经远超过市售同类产品了。
因为明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印数很小的纪念性精装本。
这个精装本继承了过去平装本的所有有点，仍然是用足量的纸幅最大程度地凸显那些一级甲等文物之
美，但是装印材料上我们完全不计成本，使用的进口纸张比彩色平装版本用纸厚大约一倍，索线胶钉
，亚麻布面硬精装，内文照片颜色还原度也比平装本要好很多。
因为是纪念的性质，又是对一部书稿近半世纪的总结与整理，我们给精装本配作了瓦楞纸天地盖书盒
。
书盒上贴水红色签。
水红签以及书盒采用的是自清代就有的礼物与礼单的形式。
这种流行上百年的装帧形式在上世纪中叶以后衰颓不为人知，但是日本一直都有继承，只不过日本观
念中更改了颜色，不使用水红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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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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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笔者简介（部分）　　马汉麟（1919～1978），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师从王力等先生，先后
执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中文系。
1961年，马汉麟先生应邀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编写工作，为这一学科的教学与教材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审校者简介（部分）　　姜亮夫(1902～1995)，国学大师。
著有《楚辞书目五种》《古文字学》《敦煌学概论》等。
　　叶圣陶（1894～1988），著名作家、教育家。
曾主编《小说月报》。
著有《倪焕之》《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
　　修订者简介　　刘乐园，北京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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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插图目录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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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关于本书的注音封面设计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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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衣箱顶上右边的动物是龙，左边的是虎。
衣箱正中是篆书的“斗”字，围绕“斗”字顺时针排列写有二十八宿的名称。
　　“虎”形状与甲骨文中的“虎”字非常相似。
虎左边的火焰，是“大火”星，也就是《诗经?豳（bīn）风?七月》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火
，亦即“心宿二”，在西方被标称为“天蝎座嵝?”。
“火”是南天星斗，北半球仅在黄昏时能看到。
　　“龙”的形象，来源已久，可以与图1-7a所示甘肃甘谷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鲵鱼纹彩陶瓶相印证
。
鲵（ní）鱼，即娃娃鱼，有四只脚，叫声像小孩啼哭。
鲵鱼是水陆两栖动物，昼伏夜出。
有的鲵鱼会长到非常大的个头。
解放后湖北就曾数次捕获过60公斤以上的鲵鱼。
　　在衣箱的平面展开图中，我们看到箱盖下方的侧面图中有代表南宫的“朱雀”（鸟形），而代表
北宫的“玄武”（龟及蛇）应在的部位被涂成全黑。
王健民等人认为，这代表着北方玄武（北方七宿）在地平线以下。
　　在二十八宿文字中，亢宿下方还有四个字“甲寅三日”。
根据墓中出土镈（bó）钟铭文，可知曾侯乙死于公元前433年。
从年表推算，甲寅三日是下葬当年的五月初三。
那时的北方七宿的确处于地平线下，无法看到。
另外，“甲寅三日”，也就是五月初三，天文学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应该正好指向二十八宿中亢宿的位
置。
王健民等人推测，所有这些奇异的、彼此吻合的天象表明，甲寅三日（公元前433年的五月初三）就是
曾侯乙死的日子。
　　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过去学界一直有争论。
曾侯乙二十八宿衣箱证明，二十八宿是在中国产生的。
　　衣箱上二十八宿按顺时针排列，而天空中的二十八宿实际是按逆时针排列的。
考古发掘者郭德维认为，衣箱可以被视为一个天象模型。
假如把箱盖假想为人头顶的天空，人仰头看天，视线透过箱盖，则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就是逆时针排列
的。
　　（《曾侯乙墓》发掘报告公布的二十八宿衣箱摹本有明显疏误，我们讨论的内容以本书公布的新
绘制的摹本为准。
）　　13-1乾隆明黄色缎绣云龙十二章袷（jiá）龙袍清代纵144厘米，两袖通长19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
院收存（文物号故41984）　　皇帝当然不会只有一件衣服。
龙袍也绝对不止一种两种。
龙袍所蕴含的信息量非常巨大，我们从一件龙袍上甚至可以判断出它被穿着的具体季节和场合。
　　这件乾隆的龙袍是“吉服”而不是“朝服”或“行服”，是乾隆过节或参加应嘉（节）礼、吉礼
、军礼活动时穿的。
（而“朝服”是皇帝登基、大婚、祭天、祭地等重大典礼和祭祀活动时穿的；“行服”则是皇帝在围
猎时穿的。
）乾隆穿这件袷龙袍的季节是春季。
（袷，通“夹”。
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分别穿夹、纱、棉、裘不同的袍）。
　　清代只有皇帝、皇后穿的是龙袍，连皇太子穿的都只是蟒袍。
清代袍上的龙和蟒非常接近。
“蟒”的头部也有角，和龙头几乎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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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龙和蟒的区别在于龙是“五爪”（即爪子上五个指头），蟒是“四爪”（爪子上四个指头）
。
贝子、贝勒等的蟒袍上的蟒都是四爪。
但是皇太子、皇子、亲王、世子、郡王穿的虽然是“蟒袍”，长袍上绣的却是“五爪蟒”。
“五爪蟒”和“五爪龙”在形状上几乎无法区分，这时用来区分是“龙袍”还是“蟒袍”的标志是衣
袍的颜色。
只有皇帝皇后的龙袍是明黄色，皇太子蟒袍只能用杏黄色，皇子蟒袍只能用金黄色，亲王、世子、郡
王则只能用蓝色或石青色。
　　另外，这件龙袍的衣袖是典型的“马蹄袖”。
马蹄袖形状像马的蹄子，下侧开口。
马蹄袖是满族人服饰的基本特征之一。
满族人是女真人后裔，未入关前在非常寒冷的环境中骑马、劳作，不方便总戴着手套，所以才有了马
蹄袖。
骑马或干活的时候，手可以从马蹄袖中伸出；不干活的时候，手缩回去，马蹄袖盖住手心手背，只露
出手指，既方便又保暖。
　　今人总以为“旗袍”的核心特征是小立领。
（旗袍，即“旗人的袍子”。
旗人这里指的是满族人。
）其实，马蹄袖才是旗袍的核心特征。
今人所谓“旗袍”，较之真正的马蹄袖旗袍，早已是面目全非了。
　　这件龙袍列有“十二章”花纹（章，意思是花纹，“十二章”就是十二种花纹）。
十二章出自《尚书?虞书?益稷（jì）》。
乾隆朝对十二章进行了改制。
改制后的十二章排列方法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14-4宫乐图晚唐绢本纵48.7 厘米、横69.5 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宫女的发式、服装和开
脸留三白（额头、鼻子、下颌留白不施胭脂）是典型的晚唐时尚。
画面正中的桌子与今天的桌子高度接近，但是当时的桌子主要还是用来置物的。
桌子和凳子相配、人坐在桌子旁写字是到北宋才流行起来的。
　　唐代以前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桌子。
唐以前的人坐在席或者矮床上，写字是左手执卷成筒状的纸（或者竹简、木片等等），右手执笔。
因为这种和今日迥异的写字姿态，唐和唐以前毛笔写字的笔法也与今日迥异。
这就是在后世让大多数人悬隔不知的“转笔”，也就是字的每个笔划在书写时都需要不断捻转笔杆。
　　传说王羲之十二岁的时候，他看到了前代的写字笔法论集。
而这个论集居然是他从自己父亲的枕头里偷偷翻出来的。
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又写了“笔势篇”给儿子王献之，并且叮嘱他“勿播于外，缄之密之，不可示
之诸友”。
如此月黑风高杀人放火般的揶着藏着，说的其实都是写字时毛笔的笔杆旋转。
这种笔法到宋代已经大体失传，只在某些书坛高手家族之中秘密流传。
　　又比如，唐代欧阳询的字方正险绝，笔划转折之处如斧砍刀削般刚硬挺刮。
今人临摹，每每以写到这种位置为苦。
其实，这种方硬的转折都是必须捻转笔杆才能写出的。
清代法书之首刘墉，在人前写字时大拇指和食指弯成圆圈状握笔（所谓“龙睛之法”），显示自己写
字纯用腕力；但是刘墉家的佣人说，当他关起门来写字的时候，手指不断来回搓捻转动笔杆，“笔如
舞滚龙”，有时候转笔太厉害甚至毛笔会脱手掉到地上。
今人不察，小学老师教学生写毛笔字，只知道讲王羲之妄图从儿子手中抽走毛笔未果，从而表扬孩子
握笔好这个故事。
实际上，这是个非常白痴也绝对错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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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时人写字非常注意所谓“开蒙”，也就是老师如何教小孩写第一个字。
画家罗工柳晚年以写狂草闻名。
沈鹏见到他说：“没听说过你写字，怎么忽然一下子你的字写得这么好？
”罗开玩笑说：“给你开蒙的是一个秀才，给我开蒙的是一个举人。
咱们两人写字你就差在开蒙的第一步上了。
”这虽是玩笑，但是也说明开蒙的重要性。
开蒙给后学提供的，除了抓笔、运笔、字的间架结构，还有这非常神奇的笔法。
回头我们来看今日孩子写不好字，与其说是孩子不用功不认真没天分，还不如说是大多数老师无能，
根本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真正意义的“开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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