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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
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
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
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
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
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
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
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
空，民不聊生。
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
的深渊。
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
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
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
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
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
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
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
。
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
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
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的新的历史时期。
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
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
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
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
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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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
，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
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
。
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
不屈与抗争精神。
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
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奎元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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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地区，并逐渐扩散。
自然地理上的相对独立性对于中华文明的稳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它从来不是封闭的，与位
于其西的南亚佛教文化、西亚及北非伊斯兰文化以及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交流绵延不绝。
汉代张骞通西域、盛唐西域宗教文化汇集长安、元朝建立横跨亚欧大帝国、明清西方商业及宗教势力
东来，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四大高潮。
《中西交流史话》追寻着先人足迹，通过周穆王西巡、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等记载
与文化遗存，讲述了古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及相互滋养的历史进程。
《中西交流史话》由张国刚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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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刚，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
任兼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
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校兼职教授。
曾在欧洲留学和执教多年，为德国洪堡学者，并多次应邀赴德国、英国、日本及港台地区访问、讲学
，或担任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中古制度与社会史、中西文化关系史。
主要著作有《唐代官制》、《唐代藩镇研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佛学与隋唐社会》、
《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主编)、《从中西初始到礼仪之争》等。
曾获《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优秀论文奖、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教
学成果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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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鄂多立克东游录 与马可波罗齐名的另一位到过中国的中世纪大旅行家是鄂多立克。
他于1318年开始东游，1321年到达印度，1322～1328年在中国旅行。
1330年5月他口述了数月前才结束的亚洲之行。
按照全文的长短，其中关于中国即契丹和“蛮子省”的叙述约占34％左右。
 鄂多立克对中国的描述比其他人更多地偏重于政治方面，但是他让大家把眼光集中在大汗的形象上。
他不厌其详地叙述朝廷的集会，朝参的秩序，觐见皇帝的场面，军队和狩猎，驿站的快捷等。
他说这个帝国的行政区划为12个省，蛮子省有2000个城市，这还不包括5000个岛屿在内。
许多描述都直接或间接与大汗有关。
但是，鄂多立克笔下的大汗，乃是抽象的统治者的形象，而不是像马可波罗所记那样是有名有姓的具
体人物。
 鄂多立克对地貌的描述也有一部分与统治者有关系，他介绍宫廷建筑的装饰壮丽辉煌，反映了主人的
财富和权力。
关于地貌的另一部分是对城市的介绍，他对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像对中国那样频繁地有时甚至是琐细
地介绍城市，中国城市的宏大、美丽和众多的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惊叹不已。
对于经济和民俗方面作者也有介绍，如一些基本的食品和特产，奇特的捕鱼方式等。
相反，对宗教礼俗的介绍则只是陪衬，尽管他是一名勇敢的方济各修士。
 有人统计，鄂多立克在他的报告中使用了58次评价性词汇，在对人和环境的评价中，以对契丹和“蛮
子省”的正面评价最多。
从内容上看，首先是针对风光景色，其次是城市、财富方面，他还赞扬中国蛮子省的男人“英俊”，
女人“是世界上最美者”。
像马可波罗一样，作者称赞建筑物只是注意其外表和装潢，很少评价其建筑技术和风格。
作者有时也作出比较，并且直接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但最多的比较只是度量数据的转换。
少数情况下，他也用家乡的城市与远东的城市作比较，他赞叹广州有如此众多的船只，“整个意大利
的船只都没有这一城市的船只多”；赞叹杭州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不敢谈它，若不
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经到过那里的人”；他还说南京城里竟然有360座石桥，“比全世界上的都要
好”。
总之，在比较中鄂多立克强调的是东方文化与其本身文化的相似性，有时东方文化还有优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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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4年暑期从德国回国时，我开设过中西文化关系史的课程，并于1998年开始招这方面的研究生。
1996年应高世瑜先生之约，撰写了《中西文明的碰撞》这本读物。
后来我主持一个教育部的教材项目，于2006年又出版了《中西文化关系史》。
现在这本《中西交流史话》就是在旧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本书所讨论的“西”，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地理文化概念。
    大航海之前人类重要的文明区域，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印度教
佛教)文化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教)文化圈和欧洲(基督宗教)文化圈，都属于“西”的范围；人类最重
要的具有源头性的四大文明中，其他三个文明区域都在中国的西面。
在历史上，欧洲文明与西亚、北非及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
首先是语言学的联系，共同的印欧语系把遥远的印度和英伦三岛、莱茵河畔连接为一体；其次是宗教
的联系，希腊宗教、印度教、波斯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
之间的思维共性或历史联系，为东西方学术界所共同认知；而与此相关的西亚大陆及地中海周边地区
拥有共同的神话、知识，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此外，还有战争的纠葛：从希腊化时代、波希战争，到十字军东征等，造就了欧洲文化的综合性。
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远征曾使西亚和北非经历过长期的希腊化时代
，虽然这些地区的居民早有自己的发达文化，希腊文化不能真正取代当地文化，但彼此都留下了很多
融合的痕迹。
神圣罗马帝国的文化不仅继承了雅典和罗马的古典遗产，而且融合了西亚地区的文化。
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就带有强烈的西亚文化精神，在许多方面甚至湮没了希腊文化的传统。
罗马通过武力征服向欧洲各地传播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文明，在公元1000年前后波及今天的整个欧
洲。
以致公元600～1100年问，欧洲的古典传统文化黯然失色。
因此，欧洲的中世纪文化其实是近东与希腊、罗马文化的混合物。
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才使希腊文化在欧洲重新显现，然而又是以阿拉伯文化为中介重新显现。
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中，西亚特色和希腊化时代的特色更为明显。
    与以上所有这些文化相关的事物，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西”。
由此看来，“西”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
中国人历来喜欢与“西”争夺文明的发明权、首创权，佛教传人之时就闹过“老子化胡经”的笑话；
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之后，又有“西学中源”的奇怪说法。
当然，欧洲人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彩陶文明西来说、中国文字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之类的奇谈怪论
也不绝于耳。
即使到了近代，文明的发明权之争已经逐渐平息，中国人仍要以体用关系来调解“中”、“西”的各
自定位(西体中用、洋为中用)。
但是，中国人几乎从来不与“东”发生类似的纠葛。
因为在东亚世界里，中国文化长期居于以输出为主的主导性地位。
说到这里，难免又涉及中国人的天下观问题。
    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唯我独尊，古人普遍认为中华帝国才是人类唯一的
文明，或者说唯一高等的文明。
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目空一切、排斥一切的文化。
这种看法比较片面，因为它无视中国人心目中“西”的概念。
    论及中国古代的世界观问题有一些重要概念需要搞清楚，比如“四裔”、“天下”与“绝域”。
中国古代对人类居住的“天下”(世界)的认识，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仅指“中华”，所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就是中国。
第二个层次包括中华和四裔(夷狄)，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的“天下”，这个天下的秩序是通过朝贡来维
系，这一层次的“天下”大体相当于今日的东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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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层次则包括了“绝域”，绝域一般指遥远的西方世界，但是绝对不包括东亚各国各地区。
尽管中国人主要在第一和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天下”的概念，但是，不能否定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绝
域)的朦胧认识。
    以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笼罩
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
在东亚世界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
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地位。
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兵戎相见的冲突。
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乃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文化上的认同是判定国家安全与
否的关键因素。
    总之，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认识、交往和对话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他者对
话的历史。
但愿这本小书能够表现这个主题于万一。
    张国刚    201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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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交流史话》结构严谨，内容新颖，图文并茂，注重理论阐述与实践操作的结合、艺术创意与表
现技法的结合，有较强的科学性、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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