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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
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古代车马》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
份绵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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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后裔以他们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让今人惊叹的辉煌文明，在先民众多的智慧结晶中
，古代车马作为人们早期代步、载物的工具，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古代车马制造的精湛技艺，到古代交通的飞速发展，从先秦时期等级森严的车马制度，到秦朝实施
“
车同轨”的历史意义，让我们一路探寻古代文明的遗迹，去聆听那来自遥远时代最真实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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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先秦时期车马的大发展在商代，车辆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贵族下葬时通常都有成套的车马陪
葬。
在今天的河南安阳，曾经发掘出商代的马车坑。
这些马车有一车四马二人的，也有一车二马三人的，还有一车：二马一人的，表明了当时的车马种类
已很丰富。
《说文》中说，商代有三匹马拉的车，叫做骖；到了周朝时，周人增加了一匹，成为驷。
而在河南浚县辛村周墓出土的12辆车，马骨达到72架，这就说明了当时已有六匹马拉的车，可见其发
展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车辆制造业发展很快，今天能看到的史书中就有这方面的相关记载。
如《墨子》中说，春秋各国造的大车，能装50石谷子而运转灵活，即使是长途运输，车轴也不会弯折
。
战国时期，人们又对车进行了大的改进，车辕由单辕改为双辕，这样车就更加牢固，载重量也更大了
。
总的说来，先秦时期的车可分为大车和小车两大类。
古人常说“服牛乘马”，可见除了马车之外还有牛车。
一般说来，驾马、车厢小的叫做“小车”，驾牛、车厢大的叫做“大车”。
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主要用于战争，其余时候也供贵族出行使用，而牛车主要用来运载货物。
战国时，由于战车的发达，战车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有所谓“百乘之国”“千
乘之国”的说法，这里一车四马为一“乘”，也就是我们主要介绍的“车马”。
为什么我们说“车马”而不说“马车”呢？
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车与马是相连的，是一个整体，没有无马的车，也没有无车的马。
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所谓的乘马也就是乘车，所谓的御车也就是御马。
而如果说“马车”，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它只是古代的车的一种，即马拉的车，但事实则不然
。
今天我们在古书上也常见车马并举。
例如《论语》中有“齐景公有马千驷”这句话，这里不在于强调他有四千匹马，而是要说明他有一千
乘车。
总之，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交通已经初具规模，造车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考工记》一书中就对车轮
制造的平稳、耐磨提出了要求。
而到了秦代，全国性的交通网开始形成，随着“车同轨”这一重要法令的颁布与实施，我国古代车马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秦汉以后车马的发展演变秦汉时期，全国性的水陆交通网络开始形成，这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
上得益于秦始皇的“车同轨”政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车同轨”的法令，车辆的制造随之进入标准化阶段，过去杂乱的交通线
路也得以整修和联结，建成了遍及全国的驰道，车辆的行驶更加畅通无阻。
秦代时，战车仍是主要的作战工具。
今天位于陕西的秦兵马俑坑就曾出土驷马战车一百多辆，也为我们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的车马原貌。
秦陵出土的两件大型彩绘铜车马，其大小是当时真车马的二分之一，完全仿制当时的车马。
一号车为立乘之前导车，长2.25米，高1.52米，单辕双轭，驾有四马。
车舆呈长方形，车上置一圆形铜伞，伞下立一御马官俑，双手执辔。
二号车为坐乘之安车，长3.28米，高1.04米。
车厢分前后两室，前室为驾驶室，内有一跽坐的御马官俑，腰际佩剑，执辔前视，后室为乘主坐席。
车厢上有椭圆形车盖，同样为单辕双轭，前驾四匹铜马。
从这两件珍贵的文物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秦代车马的具体形态与古代车马的重大发展，还不得不感叹
于两千多年前车马制造技艺之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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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战场上多以骑兵为主，而战车逐渐消失了。
车的种类增多，但主要用于载人载物。
供人乘坐的车辆也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单辕车逐渐被两辕车取代。
汉朝皇帝乘坐的是“辂车”和“金根车”，是当时最高级的马车。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和三国时期出现了独轮车，这是一种便捷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在交通史上是一
项重要的发明。
今天有人认为，史书中记载的诸葛亮曾使用过的“木牛”，就是当时一种特殊的独轮车。
此外，汉朝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发明了举世闻名的记里鼓车，这种车能够通过车上的小木人击鼓的次数
来报告行车的里程。
三国时期的马钧也是一位卓越的发明家，他发明了指示方向的指南车，是在当时有着重大意义的一项
发明。
关于指南车的发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两个部落，一个姓姜，首领是炎帝；一个姓姬，首领是黄帝。
有一个首领叫蚩尤的九黎部落，经常侵袭姜姓和姬姓部落。
于是黄帝和炎帝带领两个部落联合起来抵御蚩尤，他们凭借黄帝造的指南车指示方向，大败九黎部落
，生擒了蚩尤。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传说，指南车什么时候出现的，最早又是由谁发明的，始终没有人知道。
相传马钧听闻指南车的传说后，始终坚信指南车确实存在过，只要肯用心摸索，重造指南车并不难。
他不顾别人的议论与不解，全心钻研，终于研制出新的指南车。
这种车由车子和一个小木人组成，依靠指南针的原理与特殊的机械构造，不管车辆朝什么方向走，小
木人的手都指向南方。
记里鼓车和指南车的发明是我国古代车辆制造史上的辉煌成就。
早期的车辆多以马拉，而魏晋南北朝时，颠簸较小，乘坐相对舒适的牛车开始流行。
从宋朝开始，轿子逐渐流行。
这种以人力的非轮式机械代替畜力的轮式机械的做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技术上的退步，也正
因如此，客观上抑制了载人车辆的继续发展。
这一时期车辆的制作和改进得不到重视，制车技术的重点也逐渐由乘人的车转到载货的车。
中国古代的造车技术出现了停滞，古代车马的发展演变也趋于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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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古代车马》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
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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