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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叙说了自太昊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以来，历时五千余年的中华文化。
真实性、准确性是本书的命脉；生动性、可读性是本书的灵魂。
全书计四卷，约100万字，四卷具体内容分别是：第一卷，《哲学卷》。
以中国哲学、儒学为基本线索，叙说了大舜、周公、老子、孔子、孔门弟子、孟子、庄子、荀子、韩
非子，贾谊、董仲舒、扬雄、桓谭、王充、许慎、何休、郑玄、王弼、何晏⋯⋯以及法显、玄奘、孔
颖达、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宏深哲理及生活轶事。
放眼宇宙天道，品味人生哲理，是本卷最突出的特点。
第二卷，《军事卷》。
以中国军政人物及兵家学者为基本线索，叙说了黄帝、商汤、周武王、姜太公、管仲、孙武、孙膑、
吴起、项羽、刘邦、张良、韩信、刘秀、马援、班超、虞诩、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周瑜、吕蒙、
陆逊⋯⋯以及唐太宗、李靖、李■、赵匡胤、朱元璋等人的奇谋伟略，及其鲜为人知的生活轶闻，再
现了古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用兵方略，其问充满了智慧与哲理。
第三卷，《文艺卷》。
以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为线索，叙说了远古歌谣，神话，《诗经》，《楚辞》，汉代的司马相如、司
马迁、刘向父子、班固父子、蔡邕父女，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唐宋时代李白、杜甫、韩愈、
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欧阳修、王安石、柳永、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陆游
，以及明清时代《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巨大文学成就
；以及王羲之、顾恺之、吴道子、颜真卿等大家书画艺术成就。
本卷佳句迭引，名诗荟萃，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读者将随行文而进入学习与鉴赏融为一体的最佳境界。
第四卷，《科技卷》。
以中国科技史为线索，叙说了自伏羲、神农以来，中国之天文、历法、数学、医药、水利、丝绸、玉
雕、陶瓷、青铜、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及建筑等诸多方面的创造发明，从伏羲结渔网、神农尝
百草、大禹治水，到郑和远航、李时珍医药、徐霞客探险⋯⋯古人探索之足迹，历历可见。
其智慧足以引发今人之深思；其献身精神，亦令今人为之肃然起敬。
中华文化，一座辉煌的殿堂！
光芒四射，睿哲如海。
她以其无穷的魅力，持续、永恒地吸引着一代代学人。
本书的目标，就是引导读者步人这座伟大的殿堂。
中华文化，一座辉煌的殿堂！
光芒四射，睿哲如海。
她以其无穷的魅力，持续、永恒地吸引着一代代学人。
《文化中国》系列丛书的目标，就是引导读者步人这座伟大的殿堂。
本书为其中的哲学卷，放眼宇宙天道，品味人生哲理，是本卷最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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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中国·科技卷》以中国科技史为线索，叙说了自伏羲、神农以来，中国之天文、历法、数
学、医药、水利、丝绸、玉雕、陶瓷、青铜、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及建筑等诸多方面的创造发
明，从伏羲结渔网、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到郑和远航、李时珍医药、徐霞客探险⋯⋯古人探索之
足迹，历历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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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燧人氏，亦作燧皇，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钻木取火”的发明者。
《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
避群害，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民食果■蟀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
，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
” “燧”字，一种解释是“木燧”，即钻木取火所用的木，古代说“木与木相摩则燃”，大致就是“
钻木取火”的一种方式。
另一种解释为“金燧” ，是一种火镜，可以聚日光以燃火。
大约木燧出现较早，所以燧人氏是“钻木取火”。
 其实，火在自然界早就出现了。
火山爆发有火；电闪雷鸣，常引起森林火灾，也是火。
最初，人类看到火，还以为是怪物。
后来，当闻到被大火烧死后的野兽散发出来的阵阵肉香时，才禁不住去取火中的肉吃，一尝，才发现
被大火烤熟的东西，如此香美可口。
于是，人们才逐渐想办法，把火种保留下来，以使它长期不灭。
 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距今约170万年左右的元谋人遗址的地层中，就发现了许多小如芝麻、大如黄
豆的碳屑，在灰烬中还有烧过的兽骨。
这表明元谋人曾用火取暖、照明、烧烤兽骨等，这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人类最早用火的实证。
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距今69万年的原始人类遗址中，有几处存留着一些灰烬，最厚处达6米，灰烬中有
许多被大火烧过的兽骨，这证明当时的原始人不仅已经掌握和使用了天然火，而且还经常用火烤吃兽
肉。
以后历经了悠久岁月，人类才学会了人工取火。
 最早的人工取火方法是摩擦起火。
古籍中有关于远古时期人们“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的记载和“木与木相摩则燃”的描述，都反映了
早期人工取火的情形。
中国古代的学者，把远古劳动人民在长期生存斗争中所积累的这一经验，形象地转化为圣人的一种创
造，这就是燧人氏。
 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可以知道，距今约18000年的山顶洞人，已脱离了保存天然火种的阶段，掌握了人
工取火技术。
 人类一旦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就不但能吃到熟食，缩短了消化过程，减少了疾病、增强了体质，
而且还可以取暖御寒、照明，驱散山洞中的潮湿，改善了居住条件，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
生存能力。
正如恩格斯所说： 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
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口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类食物更加丰富
起来⋯⋯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解放手段。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4页）火的使用，人工
取火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与意义，较之近、现代的蒸汽机、电气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
 有巢氏构木为巢 原始社会之初，民智未开，人们不会建筑住所，只能在大自然中寻找栖身之处。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北京猿人的岩洞是我国最早的人类住所。
 同时代的还有山东省沂源猿人居住过的沂源溶洞。
 原始人类居住的天然岩洞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住所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空间，而“岩居穴处
”只能利用自然界既有的环境条件。
当先民们发现建造一个遮风避雨的住所，能进一步促进狩猎和集居时，粗陋的巢居就开始出现了。
如果说岩洞只是人类在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话，那么巢居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开端，它开创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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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活史的新篇章，引发了近万年来人类轰轰烈烈的建筑活动。
 巢居是人类最早的建筑之一。
《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
 可见，巢居乃是一种类似鸟巢的住所，是原始人利用树干、树枝、树叶、杂草搭在树冠上的原始建筑
。
有巢氏教导先民采取这种高架而居的方式，可以避免瘴气、猛兽、虫蛇的侵袭，故深受民众拥戴。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又出现了干栏式房屋。
干栏式房屋与巢居相似，两者都架空于地面，上面搭建全木结构的木棚或竹棚，只是架空部分以多根
木桩代替了巢居的树身。
由于干栏式建筑既可建于森林地带，又可临水而建，所以在古代的云南、广东及长江流域分布极广。
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村发掘出的大约六七千年前的干栏式房屋，就是一个实证。
作为中国南方的一种建筑体系，干栏式建筑是许多少数民族的主要居住形式，如西双版纳的傣族、景
颇族民居，四川、贵州一带的吊脚楼等。
 与巢居同时或稍晚，在中原地区出现了穴居的居住方式。
《孟子·滕文公》说：“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就是说，在地势低洼潮湿的地段作巢居，地势高亢燥爽的地段作穴居。
这一记载已为考古资料证实。
《礼记·礼运》记载，上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楷巢”。
“窟”即穴也。
二书记载均可证实穴居与巢居是古代并存的两种居住方式。
 穴居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带的黄土高原上。
这里的黄土质地、土壤结构均适合人类挖洞居住，再加上黄土高原地势高，穴内比较干燥，建穴又不
用其他材料，因此，先民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构建了众多的穴居建筑。
 此外，长江、珠江流域以及西南、东北地区，凡有黄土高原地带土壤条件的，都发现了穴居遗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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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化，一座辉煌的殿堂！
光芒四射，睿哲如海。
她以其无穷的魅力，持续、永恒地吸引着一代代学人。
《文化中国》系列丛书的目标，就是引导读者步人这座伟大的殿堂。
《文化中国·科技卷》为其中的科技卷，中国古代伟人的智慧足以引发今人之深思；其献身精神，亦
令今人为之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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