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化知识读本>>

13位ISBN编号：9787546341095

10位ISBN编号：7546341094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吉林文史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赵艳娟 著

页数：1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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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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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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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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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为丛书之一，介绍了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的有关内
容。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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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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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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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中国古代航海与海外交通二、中国古代主要船只简介三、中国古代船只船体主要结构四、中国古
代著名航海家五、官民共促的古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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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宋代以后的辉煌　　到了宋代，以广州和泉州为基地港航海到印度、波斯湾各地区的中国
商船，都是坚实牢固的大型船舶。
当时被称作是“大食船”的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船与其相形之下，不仅体型小，而且建造的技术也很差
。
因此，那时来航中国的印度和伊斯兰的商人，搭乘中国船舶的人很多。
东来的货物，也大多由中国的船只来装载。
　　中国的船只之巨大，在唐末时便可以知道。
苏莱曼，这位到过中国和印度的阿拉伯人，在他的游记中就记载了中国商船因为体积的巨大，吃水深
而不能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河口的情形。
　　由于对外贸易的繁盛，在宋代相应出现了不少专门记述海外诸国事情的著作。
1178年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确地记述了当时海上交通的实况。
其书云：中国商人往波斯方面者，必须在印度西岸改搭波斯船。
而波斯商人要进人中国者，则必须在这里换乘中国的大船。
这是因为中国的船舶体积大，不便于在波斯湾航行的缘故，所以要改乘小型的波斯船。
与之相反，如果不是大型的中国船，要越过印度洋的风浪是很困难的。
可见，航行在印度洋上的商船，大部分是中国的大船。
　　这些大船，一船能容数百人，船中可积一年的粮食，设“纲首”为统率。
樯帆高挂，浮海而行，犹如垂天之云。
此等帆船在海上航行，无风时则用橹，一般备橹八至十支，有的船也有二十几支，船内划分为数区，
用严密的防水舱壁分隔开来，是一种即使一处损伤而不致影响全体的水密舱装置。
在这些商船上，已经开始使用罗盘了。
　　磁石指极针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
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文献上对此便有了明确的记载。
它是一种在一块刻成鱼形的木片上安上磁针，把木鱼放在水中，让其浮在上面可以确定方向的装置。
应用这种原理制作的装置，称为“指南鱼”。
这种装置可以应用于海上导航。
　　阿拉伯人从中国船上学会了磁石的使用方法，并通过他们进一步地把磁石的知识传给了欧洲人。
在这之后开始的“大航海时代”，磁石发挥的重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像现在这样的罗盘，用支撑磁针旋转的方法，则是欧洲人的发明。
　　季风的知识在古代就被人所了解。
当时的航海，便是利用冬季东北风于从中国海港出发，然后顺着夏季西南风回国的办法，包括在印度
洋上，也同样利用季节风的知识来航海。
因此，中国到波斯之间，如果遇上顺风的话，除了途中的在港口停靠的天数是90至100天外，贸易船大
体需要在海上航行一年，而往返则需要两年的时间，在这一点上，郑和的航海也是完全一样的。
　　由于我国古代政府的积极鼓励，先进的造船技术使大船的建造成为可能j航海技术方面的进步和经
验的积累为航海提供了比较安全的条件，因此，宋代海外贸易呈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在是11世纪到12世纪，远洋航海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船只到达印度、波斯，航迹直接扩展到了东非沿
岸。
中国商船因此获得“戎克”之名，此名还传到了遥远的西方，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中国人被世人称作“最勇敢的航海者”。
　　此外，宋代海员掌握的深水探测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纯熟的地步。
追溯到了唐朝末年，海上已经出现很多的探测设备。
在宋元时期这些探测设备得到更广泛地应用，可以使船不至于“搁浅”或者“倾覆”。
海上航行还利用信鸽为通信工具，这方面也反应了当时航海技术的进步。
这时期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制造的海船可以乘风破浪，还能使航海更加的安全，航海的日程也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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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缩短了。
约在公元1329年至1345年，汪大渊从当时中国最大海港——泉州港附乘商船远航，“足迹几半天下”
。
回国他根据后据“身所游览，耳目所闻见”写下了包括他到过的九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岛夷志略》
，反映了元代中国海外交通的广大规模。
　　元代政府在今海南海口港外设置白沙水军，负责海上巡逻，进一步加强对南海诸岛海域管辖。
元二十九年大将史弼领兵五千远征爪哇，“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域界”。
这支舰队取道西沙（也可能包括南沙海域）发动进攻，虽以爪哇路途遥远未能成功，但显示出元代海
上活动范围比宋代更为宽广。
　　明朝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高峰。
元朝继承和发展了唐宋的先进造船工艺和技术，大量建造了各类船只，其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前代。
元军往往为一个战役就能一举建造几千艘战船。
当时元朝初期仅水师战舰就已有——万七千九百艘。
此外，还有大量民船分散在全国各地。
当时，阿拉伯人的远洋航行逐渐衰落，在南洋、印度洋一带航行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
中国在航海船舶方面居于世界首位，船舶性能远远优越于阿拉伯船。
元朝造船业的大发展，为明代建造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创造了十分
有利的条件，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新高潮。
据一些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
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
主要的大规模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和木材、桐漆、麻类等
堆放仓库。
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为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代的造船技术与明代大致相仿。
就船舶的载重量而言，虽然也有大至上千吨以上的，但多数都在三四百吨之间。
特别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重重阻碍和西方国家垄断东西方的贸易，清代中国的商船再也没有可能进
入印度洋的领域，船员的航海技术，也因此缺乏实践而处于落后的状态。
尽管如此，当时中国的帆船，从设计到航海的许多方面，仍然受到人们的关注。
从禁海到开放海禁，这是清政府的一个重大的政策的转变。
但是在开放海禁以后，所开放的区域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正式关闭江海、浙海和闽海三个口岸，指定外国的商船只能在中国广东一带进
行贸易，并且对丝绸、茶叶等传统产品的出口量，加以严格控制。
　　总之，在经过秦汉时期和唐宋时期两个发展高峰以后，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登上了我国古代造船史的顶峰。
明朝造船业的伟大成就，久为世界各国所称道，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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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是一个水域宽广的图家，初期，人们行路多以陆路为主，但对很多依水面居的百姓而言，水
路似乎更为便捷，于是先有了舟，后有了船，并逐渐从湖面行驶到江面乃至于广阔的海面，中国的造
船技术便在时光的演变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新与飞跃。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系列之一，以优美生动的
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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