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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书名知，这不是一部学术专著，只不过是一种教材，更确切地说是一本讲义而已。
但如果读者肯耐心地读上几讲，也许就会提出这样的诘难：“这是教材吗?”其实，我自己也常常为本
书的定位而困惑。
    作为教材，一般都会有介绍该课的性质、学习对象、学习方法之类的文字，然而，本书于此却付阙
如。
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
首先，对于“讲什么”亦即“文化史”的边界的问题坦白地说我们并不清楚。
翻开当下流行的“文化史”，或一卷本，或多卷本，既有偏重哲学的，又有偏重语言的；既有偏重制
度的，又有偏重经济的；既有偏重文学的，又有偏重艺术的；既有偏重自然科技的，又有偏重宗教礼
俗的。
当然也有类乎“百科全书”的。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政出多门”，流光溢彩，令人目迷五色。
故此有人戏称“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2003年，系里要开设“文化史”专题课，领导令我做主讲，李洪波老师任副讲。
当时，首先遭遇的问题就是讲什么?没有规定教材，也没有谁告诉我该怎么讲，只知道是一个学期的课
程，每周两节，性质是选修。
当了这么多年的教书先生，我知道一个学期的授课时间是17～18周，这样就大致估算出所要讲授的分
量了。
至于讲什么。
既然没人指示，我就不妨按照自己的理解，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学子们爱听什么就讲什么，前提自然
是捡自己会的或者说自己能学会的讲。
学子们如果不爱听那就再调换，反正越不了位。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怎么讲”的问题。
我在念研究生时曾经选修过一门名叫“文化人类学”的课，初选这门课时，满心欢喜，心想这一下自
己可有文化了。
结果，两三次课下来把人吓得要死，老师学问大，光“文化”一个概念就讲了好几堂，据说古今中外
不同的解释有二百五六十种呢!但我坚信老师所举还不尽完备。
这高深的“文化学”，把学生吓走了4/5，坚持下来的自然是学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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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北京人”与中国远古居民  一、从人类历史圣地走来的“北京女士”  二、“北京人”横空出
世  三、从“元谋”到“巫山”的崎岖之路第二讲   中华民族的形成及中国疆域之变迁  一、石器时代
的“天下格局”  二、“三皇五帝”的传说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三、中国疆域与中国观念第三讲 “古今
中外派”说汉字  一、关于汉字创制的传说  二、海客谈“瀛洲”第四讲 汉字寻根  一、顾颉刚的“层
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之于古代文明研究  二、夏代有文字吗  三、地不爱宝——层出不穷的新石器时
代文字刻符  四、最早驶入文明世界的三挂马车第五讲 神话、传说与历史  一、关于神话  二、神话与
历史第六讲 溯回从之。
道阻且长——姓氏文化探源  一、姓氏的含义及起源  二、中国姓氏知多少  三、有趣的中国姓氏第七讲
中国家族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  一、家族——中国社会结构的总骨架  二、宗法制度——家族制
度的扩张和延展  三、由宗法制度到伦理政治第八讲   中国古代祭祀制度与礼俗——《红楼梦》之文化
学解读  一、由“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说到古代的祭日  二、从宁国府的宗祠谈到古代的祭祀场所  三、
由贾氏宗祠之祭礼说到古代之祭典第九讲 中国古代之禁忌文化  一、中国避讳风俗之起源  二、灵力崇
拜与禁忌  三、关于欲望的禁忌  四、关于仪式性禁忌  五、教训与禁忌  六、汉语语讳：独一无二的文
化俗信第十讲 “瞻印昊天。
有嘈其星”——中国星占术略说  一、中国星占术发展源流概说  二、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与中国星
空的分区  三、北斗七星与天文地理之分野  四、星占术之于中国古代社会第十一讲 “君子于役。
不知其期”：中国古代出行礼俗片谈  一、行旅险象  ⋯⋯第十二讲 书法：中国哲学的艺术表现第十三
讲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十四讲 经书与中国文化第十五讲 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化第十六讲 中国古代书
籍形制的演变第十七讲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与中国文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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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北京人”与中国远古居民　　一、从人类历史圣地走来的“北京女士”　　“你从哪里
来？
我的朋友。
”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　　在流行歌曲的潜移默化中，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龙的子孙。
“龙”在中国文化　　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有它的身影。
　　“龙”者何谓？
《说文解字》云：“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管子·水地篇》云：“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尚（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
泉。
”《尔雅翼》云：“龙者，鳞虫之长。
王符言其形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
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声如戛铜盘，口有须髯，颔有明珠，喉有逆鳞，头有博山，又名尺木，
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
”①　　古代文献中的龙被描写成一种神异动物。
自然界是不是实有其物？
答案大家都很清楚。
所谓“龙”只不过是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已，自然界中本不存在。
虽然，在渺远的中生代，也曾有一种长约30米被称为“恐龙”的大型爬行动物生活于这片热土，但此
“龙”非彼“龙”也。
　　“龙”究竟是什么？
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闻一多为代表，认为龙是图腾；一种以朱天顺为代表，认为龙是水神
或动物神。
不管是神还是图腾，可以肯定的是，龙作为一个符号或标志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
脑海中了。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与中国人有永远割舍不断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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