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阅读中华国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阅读中华国粹>>

13位ISBN编号：9787551900188

10位ISBN编号：7551900187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杜跃 泰山出版社  (2012-04出版)

作者：杜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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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中华国粹>>

前言

傅璇琮    2001年，泰山出版社编纂、出版一部千万言的大书：《中华名人轶事》。
当时我应邀撰一序言，认为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开发我国丰富史学资源的经验，使学术资料性与普
及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可以说是新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有意义的探讨”。
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评估这部《阅读中华国粹》，作充分肯定。
且这部《阅读中华国粹》，种数100种，字数近2000万字，不仅数量已超过《中华名人轶事》，且囊括
古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作风味，确可以说是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即国粹的经典之作。
    国粹者，民族文化之精髓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
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
结晶。
    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就直接使用了“国粹”这一概念，其观点在于“养成国民，当以
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
”当时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写道：“夫国粹者，国家特别
之精神也。
”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里，也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问题。
    1905年《国粹学报》在上海的创刊第一次将“国粹”的概念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当时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
为应对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他们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
；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
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
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
”(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中华民族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
复兴，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随着经济的发展强大，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学已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学。
特别是当前新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更有大的发展，我们就更有需要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华，加以宣扬和传播，以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予以重新认知和用心守护。
    因此，这套图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我觉得，这套书有四大特色：    第一，这套书是在当下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重视学术资料性，约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煌煌百种全面系统阐释中华国
粹。
同时，每一种书都有深入探索，在“历史——文化”的综合视野下，又对各时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心
理境界作具体探讨。
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国粹经典、普及中华文明的读物，又是一部兼具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中华文化典藏
之作，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
这当能使我们现代年轻一代，认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国粹之独特魅力，进而弘扬中华文
化，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第二，注意对文化作历史性的线索梳理，探索不同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又沟通古今，着重联系现
实，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与观念。
其中不少书，历史记述，多从先秦两汉开始，直至20世纪，这确为古为今用提供值得思索的文本，可
以说是通过对各项国粹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规律，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发展策略。
    第三，既有历史发展梳理，又注意地域文化研索。
这套书，好多种都具体描述地方特色，如《木雕》一书，既统述木雕艺术的发展历程(自商周至明清)
，又分列江浙地区、闽台地区、广东地区，及徽州、湘南、山东曲阜、云南剑川，以及少数民族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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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艺术特色。
又如《饮食文化》，分述中国八大菜系，即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
记述中注意与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相结合，确能引起人们的乡思之情。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由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成。
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中华文化多姿多彩。
展示地区文化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
同时，不少书还探讨好几种国粹品种对国外的影响，这也很值得注意。
中华文明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已经形成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形象，现在这套书所述，对
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十分吸引人的佳例。
    第四，这套书，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
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说唱等艺术品种时，真是“
使笔如画”，使读者徜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得到知识增进、审美真切的
愉悦。
    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建设。
我们当遵照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希望这套国粹经典阐释，不仅促进青少年阅读
，同时还能服务于当前文化的开启奋进新程。
铸就辉煌前景。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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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农历的一个重要特征，二十四节气的设置可以反映季节的变化，对生产和生活具有指导作用
，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杜跃编著的《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二十四节气》将二十四节气的气候特征、历史由来、习俗内容和文化
内涵娓娓道来。
《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
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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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冰河解冻，万物复苏，春天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季节。
春天的节气有6个，分别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这6个节气分别展示了春天的气候特征和我国的一些传统习俗，下面我们就分别探讨一下。
    一、立春    1．立春简介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一个节气，又称“打春”。
中国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在每年公历2月4日左右，太阳到达黄经315度。
古代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立”，指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
根据劳动人民多年的经验，四立的农业意义为“春天播种、夏天生长、秋天收割、冬天收藏”，概括
了黄河流域中下游农业生产与气候关系的全过程，并且十分符合生产实际。
    立春表示春天的节气已经开始。
人们有“春打六九头”、“几时霜降几时冬，四十五天就打春”之类的农谚，从冬至开始人九，“五
九”过了45天，立春正好是“六九”的开始。
立春作为节令早在春秋时就有了，那时一年中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
至8个节令，到了《礼记·月令》一书和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才有24个节气的记载。
    在汉代前我国历法曾多次变革，那时曾将24节气中的立春这一天定为春节，意思是春天从此开始。
这种做法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1913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下了一个文件，明确每年的正月初一为
春节。
此后的立春日，仅仅作为24个节气之一存在并传承到今天。
    我国古代将立春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
”第一阶段说的是温暖的东风吹过，大地开始解冻；第二阶段，到了立春五天后，蛰居的虫类慢慢在
洞中苏醒；到了5天后的立春第三阶段，河里的冰开始融化，鱼开始到水面上游动，这个时候水面上
还有未完全消融的碎冰块，就像被鱼背着一样浮在水面上。
    自秦代以来，中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
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而在自然界、在人们的心目中，春天是温暖，到处鸟语花香；对广大农民
朋友来说，春天更是耕耘播种的时候，这时候要好好劳作，“一年之计在于春”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2．立春的习俗和迎春的庆祝活动    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代表春天已经开始，是一年中比较重
要的时刻。
在我国，民众有各式各样的迎春活动，有的是自古相传，彰显出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
    立春也称“打春”、“咬春”，又叫“报春”。
这个节令与众多节令一样有众多民俗，有迎春行春的庆贺祭典与活动，有打春“打牛”和咬春吃春饼
、春盘、咬萝卜之习俗等。
    (1)官方的迎春活动    在立春这一天，各朝代官方举行纪念活动的历史悠久，最起码在2000多年前，
立春的纪念活动就已经出现。
当时，祭祀的句芒亦称芒神，是主管农事的春神。
    周代在立春日迎春，是先民在立春的时候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历代帝王和庶民都要参加的迎
春庆贺礼仪。
立春时，天子亲自带领三公九卿诸侯士大夫去都城东郊迎春，向上天祈求丰收。
回宫后周天子还要赏赐群臣，颁布仁德的措施和法令用来向广大群众散施恩惠。
    东汉的时候正式产生了迎春礼俗和民间的服饰、饮食习俗。
唐宋时代的立春日，宰臣以下都要入朝，向皇帝敬献贺表，表达对上天和皇帝的恭贺之情。
到明清两代的时候，立春文化开始盛行起来。
清代称立春的贺节习俗为“拜春”，其迎春的礼仪形式称为“行春”。
在这些迎春活动中“服饰”与“打牛”是很重要的习俗之一。
明清时京兆尹和各府衙官员都必须将官服穿戴整齐，去京城“东郊”的东直门外5里的“春场”去迎
春，即按规定的仪仗制作春牛芒神、柳鞭等，举行迎春礼仪，然后进宫朝贺并接受赏赐。
    (2)民间迎春活动    迎春主要是因为迎接主管农事的春神句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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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传说句芒是草木神和生命神，他的形象是人面鸟身，主管订立规矩，掌控春天的活动。
在周代就有设东堂迎春之事，说明祭句芒由来已久。
    迎春是立春的重要活动，事先必须做好准备，进行预演，俗称演春。
然后才能在立春那天正式迎春。
迎春是在立春的前一天进行的，目的是把春天和句芒神接回来。
迎春设春官，该职在古代由乞丐担任，或者由娼妓充当，并且预告立春的准确时刻。
过去在老式日历本上都有芒神、春牛图，清代末年《点石斋画报》上的“龟子报春”、“铜鼓驱疫”
都是当时过立春节日的重要活动。
    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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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四节气是传统历法，更是民俗文化。
上至风雨雷电，下至芸芸众生，包罗万象，是历史长河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它既是把握农时、合理安排农事活动的依据，亦是循法养生的立足点，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便能得到
多重的收益。
杜跃编著的《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二十四节气》将二十四节气的气候特征、历史由来、习俗内容和文化
内涵娓娓道来，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凸显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向传统文化
宝库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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