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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历史演进的顺序，讲述中国古代文化思潮、文化现象与文化制度的发生与发展，内容照顾到
点与面，时间与地域，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勾勒出中国文化的全貌，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观
念和认同感。
    本书是全国多所高等学校中国文化史课的专用教材，鉴于当前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需求，我们
在近年来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原教材进行了全面的增订。
新版教材既吸收了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又配合多媒体教学插入百余幅图片，以增强学生对中国
古代文化的直观印象。
    新版教材每章之后均附有思考练习题，便于教师组织学生课堂讨论，社会读者也可自行思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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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小如，安徽泾县人。
九三学社成员。
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历任津沽大学中文系教员，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及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吴小如是现当代中国文史界文武兼备的全才，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
撰著有《读书丛扎》、《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等20种，被称为“最后一位训诂学家，乾嘉学派
最后一位朴学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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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章  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第十五章  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增订补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史纲要>>

章节摘录

上古：构筑中华文化第二章 从神本走向人本第二节 宗法建构商周时代的中国人大概是组织成相当数
量的单系亲族群，这些亲族群由出自同一男性祖先的若干具有密切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
《白虎通》卷三《宗族》日：“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
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可见族并不单纯是一种社会群体形式，而是有着严格的“会聚之道”，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聚合到一
起的，这个规范就是宗法，依照宗法组织的族群就是宗族。
所谓宗法，比较通行的定义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
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义务和权利的法则。
宗法制度的基本内容是确定继统秩序和在宗族内部依血缘关系区分尊卑亲疏、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
与此相适应，为了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原已存在的祖先崇拜也被推进到新的高度。
根据文字学的解释，“宗”是个会意字。
《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
甲骨文中，宗字像房屋里放一神主牌位。
宗的本义就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亦即祖庙、宗庙。
《礼记？
曲礼》有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
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
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
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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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史纲要》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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