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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的一部多学科融合的学术著作。
实现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也是人类的演进史这一观点，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分
别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人的心灵世界，展示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出总体
性的描述，以突出是华民族的创造力以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过程。
本书将中华文明分为四个时期，以中华文明史上重大的转型作为分期的依据，细致地描绘了各个时期
文明的特点、亮点，及其承上启下的关系，彰显那些对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探讨对文明发
展起关键作用的各种因素，从而全面论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提示了若干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
本书力图将中华文明放到世界格局中进行考察，写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
在论述中充分注意文物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力求史笔、议论、才情三者相结合。
    本卷涵盖秦汉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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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行霈，1936年生。
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院长、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陶渊明集笺注》、《中国文学史》四卷本（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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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本卷所述历史的时间起迄，从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公元前221)开始，历经西汉、东汉、三国、两晋
与十六国、南北朝，至隋朝建立(581)为止，首尾大约800年。
历史演进的空间范围，古代文献大致提供了一个轮廓：《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谓，以黄河、
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为主体，“地东西九干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以及《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日：“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
阳关，西至葱岭，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
”当然各有关朝代的疆域会略有出入。
四邻相接触的国家或民族，东有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诸国，西有中亚和南亚诸国，南有中南半岛诸国
，国家较多，国名时有变化。
中国在这些国家中，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社会经济最发展，文明程度也最高。
    这段历史可分为时间大致相等的两个阶段：前400年为秦、西汉、东汉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大
一统；表现在中华文明史上，主要特征是汇集总结先秦已经出现的一切文明因素而加以升华、光大、
巩固、发展。
后400年为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分裂割据、混战不止；表现在中华
文明史上，有破坏，也有贡献。
破坏，主要表现为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人口散亡，这是尽人皆知的。
贡献，主要表现为北方和西方众多进入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比较全面地接受了以中原王朝所实行的政
治制度和汉文化为主体的先进文明，从而促成了自秦汉以来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为此后在中原地区出
现隆盛的隋、唐大帝国以及周边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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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前所未有、庞大宏伟的学术巨作！
由北大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涉及多学科知识，讲述伟大中华文明史的来龙去脉。
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过去所有的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先民智慧的沉淀，其与我们的重要性
犹如大海之与游鱼。
文明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和精神的活动场所，它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启
迪着我们的良知，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承载着我们精神活动的一切成果。
同时，文明又是我们生命真实个体的存在方式，它包涵着我们外在的生存环境，记录着我们改造客观
世界的一切结果，又是我们衣食住行等生存形式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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