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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化史列入大学教程，始于梁启超，他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新史学”构想。
梁启超鉴于中国传统史学以君主和王朝为本位，力倡以民族的文化创造历程为对象的“新史学”，其
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目录》，包括朝代篇、种族篇、政治篇、法律篇、军政篇、教育篇、交通篇、
国际关系篇、饮食篇、服饰篇、学术思想篇等28篇。
这种涵盖物质、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的文化史，与以政治史为主线的通史相区别。
至20世纪30年代，柳诒征、陈登原先后出版各自的《中国文化史》，大体反映了那一时期学界对文化
史的研究水平。
自此，两者列入“大学丛书”，成为高等学校教材，沿用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
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化史基本绝迹于国内大学课程，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文
化讨论热潮兴起，文化学及文化史研究成为此后30年间的一个丰收领域。
文化是一个殊难定义的名词。
文化（Culture）作为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
古典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结构学派等竟
相定义文化。
美国学者克鲁伯与克拉克洪合撰的《文化概念的批判性评注与定义》中列举了160余种文化定义，归纳
为六类：列举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
被视为经典的广义文化界说出自英国文化学家泰勒，他于1871年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了
如下定义：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
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克鲁伯在《文化的性质》中指出，文化概念的发现，是19世纪以来人类学史和社会科学史上的重大成
就，其意义完全可以同哥白尼“日心说”对自然科学的贡献相提并论。
在学科分野日益细密、切割化趋于极致的现代社会，“文化”是少数具有强大整合力的概念之一，其
组词功能罕见其匹。
体现吃、穿、看、住、用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影视文化、建筑文化、器物文化等物质文化，以及
意识文化、制度文化甚至最近兴起的评估文化，都可以统整在以“文化”为词根的众多词组群中，十
分自然地流衍于人们的口头和笔端。
可以说，文化无所不包。
目前，我国高校相继开设了中国文化史课程。
结合大学生的学习心理特征和中国文化史的学科特点，四川师范大学陈辉教授主编了《中国文化史》
一书。
该书主要采取专题的编写体例，并吸收“专题”与“通史”这两种编写体例的长处，取长补短。
全书在介绍中国文化史知识的基础上，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着力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
审美能力、审美情趣，从而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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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校中国文化史课程的配套教材。
全书在介绍中国文化史知识的基础上，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着力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
审美情趣，从而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本书集知识性、趣味性与时代感为一体。
全书共分为八章。
主要内容有：中国古代文物评价与欣赏、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中国古代的教育
和职官制度、中国的民俗文化、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化名人评价与欣赏、中国古代的科学
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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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时，波斯主要利用印刷术印制源于中国的纸牌。
此种纸牌于公元14世纪传人欧洲，引起了欧洲纸牌印刷作坊的诞生。
纸牌的风行，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的印刷业。
随着欧洲禁止纸牌活动的深入，图画和书籍逐渐成为主要的印刷对象。
这对于欧洲人的文化普及来说，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
活字印刷术发明传播后，远在西北的西夏和回鹘很快掌握了这项技术。
通过商人、外交家、旅行家等媒介，又把它带到欧洲。
以后，德国、荷兰、法国先后试验活字印刷，最终由德国的谷登堡于1454年最先印成第一部拉丁文《
圣经》，但比中国晚了400多年。
（二）罗盘指南针是把人类无力感知的地磁信息转换为视觉可见空间形式的一项伟大的发明，因而成
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开始利用天然磁石制成指南器具司南。
司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
指南针的改进给航海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
北宋时，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
南宋时，指南针开始装入有方位的盘中，称“罗盘”。
当时有四种方针方法：一是浮于水上；二是放在碗沿上；三是放在指甲上；四是悬在丝线上。
以第四种方法为最好。
11世纪末，我国已将罗盘用于航海导航。
罗盘的精确性为安全航海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所以很快就为阿拉伯航海家所接受。
到12世纪，罗盘经阿拉伯传人欧洲，意大利商船在欧洲率先采用罗盘导航，并逐渐引起地中海航海业
的重大变革。
罗盘的广泛使用，促进了世界航海业的发展，导致了专为海上航行而编制的由针位标示的航线——罗
盘针路和航海图的出现。
罗盘针路与航海图被欧洲人接触后，他们立刻意识到它们的经济价值。
到了公元1300年前后，大量实用的航海图便在欧洲问世。
总之，罗盘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
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三）火药与火器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因为是用硝石、硫黄和木炭这三种物质混合制成的，而当时人们都把这三种东西作为治病的药物，所
以取名“火药”，意思是“着火的药”。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也是最早生产火药兵器的国家。
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
北宋时，火药已广泛在军事上使用，在东京（今开封）设立“广备攻城作”，制造火药和火器。
南宋时发明了“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
元朝时期，火药技术特别是火器传到阿拉伯，再经阿拉伯传人欧洲。
火药与火器的西传，对欧洲社会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最终导致市民的
枪弹射穿了骑兵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公元14世纪中叶，英、法各国在战争中开始使用火药、火器。
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欧洲的封建城堡，帮助了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构建西方政治文明。
欧洲各国还在开山、筑路、挖河等多项工程中使用火药，大大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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