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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站在当下，关注千年的时空转变，他，谈世界史中的中国，也谈王朝疆界、都城和行政区划
的变迁；他，用随笔来说人论事，更有对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深思。
他，从社会与自然来谈文化遗产，并用自由的双脚游览天下，他，深深追忆故去的师友，并在如烟的
岁月中刻画出自己的过去与现在，这就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写在时空缝隙里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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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剑雄，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
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中国移民史》（第一、二卷），《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自选集》、《往事和近事》、《行路集
》、《碎石集》、《剑桥札记》、《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
日记》、《走非洲》、《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后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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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进入历史8.“上海道台”不等于上海市长9.关于家谱第三章 传统节日与文化传承1.传统节日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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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3.1 如果清明节成为国定假3.2 端午节：传统与现实3.3 节日的创新和创新节日：我们如何过中秋第四
章 文化随想1.繁简字与书法修养1.1 简化是大势所趋1.2 “字如其人”的疑惑：有感于“王义庆《世说
新语》”2.普通话与方言2.1 谁说了算2.2 上海人说上海话3.姓名与称谓3.1 解决同姓名之难：传统与现
代，文化与管理3.2 称谓的困惑4.文物与国宝4.1 馆藏文物是否太多了4.2 确立文物的合法保管权4.3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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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暴”5.发展型移民的伟力6.唐山地震三十年第六章 文化遗产与旅游业1.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利用、改
造与普及1.1 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1.2 改造、利用、普及不能代替保护1.3 真正的遗产是无法普
及的1.4 文化遗产靠大家保护，也靠大家创造2.量力申遗与实事求是2.1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该量力而
行2.2 申遗过程中也应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3.五岳的来历4大运河的“恢复”与长城的修复4.1 遗产应保
护，“恢复”须慎重4.2 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被刻画损坏的长城砖不必修复5.圆明园的管理及其历
史5.1 圆明园该由谁管5.2 圆明园之争，历史不能缺席6.江南园林本姓私7.水下古城的“发现”与宏泰坊
的去留7.1 莫名其妙的炒作：所谓千岛湖水下古城的“发现”⋯⋯第七章 人文游踪第八章 追忆故人第
九章 如烟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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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后才得到解决。
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
但它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国”地位，因为南朝已归入自己的版图，而且南朝的一部分制度文物为隋
朝所采用，如由西晋流传下来的宫廷音乐回归中原后，被隋文帝称为“华夏正声”，取代了由北朝发
展下来的宫廷音乐。
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
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这一立场，唐初修前朝历史时，《南史》和《北史》分别编纂，都被列为
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宋、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与隋朝相同的
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在明朝以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像《马可波罗游记》①那样全面介
绍中国的书还绝无仅有②，他们对中国中原王朝的称谓也不统一。
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华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这样的名称，而不
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
　　尽管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和拉丁
文文本中已自称“中国”，但这很可能出于西方传教士的翻译。
而且《尼布楚条约》是没有汉文文本的，大概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条约确定的边界只涉及满族的发
祥地，所以只要有满文文本就够了。
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当作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官方和民间的运用依然不规范，有时指整个清朝，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
，而不包括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西方著作中往往也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
西藏或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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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穿越千年时空 体验人文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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