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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之学，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创造的文化。
国学堪称中国人的性命之学，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固本之学，是全面增加文化素养的学问。
国学汇通思想学术、典籍制度、百行百艺、礼仪民俗，蕴含国脉、国魂、国本，是中国人的根基所在
、尊严所依。
“国学”一说，最早见于近代思想家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
在20世纪初，随着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反思传统，国学也曾兴起。
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学热再次兴起，如今是方兴未艾。
现在的国学研究和普及，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时在寻自己的文化之根，是在增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
国学之用，重在丰富、淬炼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增长人生智慧，增强民族自豪
感和凝聚力。
我们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五千年文化遗产，国学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可以分为天文、历法、地理、历史、
职官、服饰、器物、玉文化、青铜文化、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武术、美食、民俗、礼仪、婚丧
、天工开物、百草医药、纺织锦绣等方面。
国学以学科分，可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民俗学、伦理学、考据学、版本学等；以传统图
书类别分，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如《四库全书》；具体而言，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
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
曲、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内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国学从思想体系上又可以分为儒、佛、道三家。
儒家讲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讲究用慈悲心做普渡事，教人做善事、知因果
；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尊重自然规律，讲究天人合一。
前人说过“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道出了三家的特点与互补之功。
国学的复兴，是时代的呼唤与要求。
今天，随着国势的上升，我们自然要大力弘扬国学，也要让世界了解国学。
了解国学也就是了解我们的历史和现在，也就是了解我们中国人。
我们知道，成为文化大国才是真正的强国。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应该深入全面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学，决不能够数典
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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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中国人的性命之学，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固本之学，是全面增加文化素养的学问。
汇通思想学术、典籍制度、百行百艺、礼仪民俗，蕴含着国魂、国脉、国宝、国本，是中国人的根基
所在、尊严所依。
国学之用，重在丰富、淬炼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增长人生智慧，增强民族自豪
感和凝聚力。
    本书从国学常识、国学经典、国学精粹三个方面深入讲解国学知识。
国学常识，重点介绍中国的天文历法、职官制度、伦理道德、礼仪风俗、饮食服饰、考古发现、小说
戏曲、医学养生等方面的国学常识。
国学经典，收罗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介绍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评点经典、解析经典，让读者全
面通览中华传统文化之博大、浩瀚，对于国人重建文化自信、重振文化尊严具有重大作用。
国学精粹，精心选取国学中最精华的部分，通过经典名句、精彩华章和趣味典故等形式展示出来，让
读者在短时间内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顺利完成今日复兴和古老文明内在文脉上的传承与对接，
古今贯通，再创文明辉煌。
本书荟萃百家，包罗万象，充分体现“国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称”。
国学常识、国学经典、国学精粹，通过丰富的知识体系和文化架构，让你一本书学通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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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乌台诗案    程门立雪    树犹如此    挂冠    断袖之癖    弹冠相庆    五日京兆    捉刀人    坠楼人    伴食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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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和文论名著  《文心雕龙》精华  《诗品》精华  建安文学  晋人的作风与文风  六朝文  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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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中国书法    书法的“生命活力之美”    书法的“结构规律之美”    书法的“物象与质地之美”    书法
的“精神与意境之美”  评判一幅书法作品的优劣  提高书艺必须广习经典    临摹古代大家法书    从精
于“一”开始    有了基础，“泛滥百家”    基本功的练习要坚持一生  书法之初甲骨文    汉字的起源与
甲骨文    我们向甲骨文学什么    习练甲骨文的要点    金文之美    辉煌的青铜文明    金文的四部经典    金
文给我们的艺术启示    习练金文的要点  大篆经典——《石鼓文》  秦书八体和标准小篆    秦书八体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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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钟繇    书圣王羲之    书法优雅之极的王献之    晋韵书风的代表作《伯远帖》    魏碑圆笔的代表——
《郑文公碑》    雄秀精绝的《张猛龙碑》    一代重臣褚遂良    雄秀独出的大师颜真卿    心正笔正的柳公
权    才华横溢的苏轼    雄放奇肆的黄庭坚    八面出锋的米芾    当国的昏君、艺术的全才赵佶    复古求新
的艺术大师赵孟頫  中国书法的字体    什么是篆书    名家谈学习书法的顺序    什么是隶书与分书    怎样
写隶书    什么是章草    怎样写章草    什么是魏碑    怎样写魏碑    什么是楷书    什么是草书    怎样写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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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诗经》的来源    《诗经》的时代和地区    《诗经》的六义    《诗经》的价值    三家《诗》
及《毛诗》  《诗经》精华  最早的史书——《尚书》    《尚书》的内容和体例    《尚书》的主要观点
和价值  《尚书》精华  《周易》    《易》有三种    《易》有三义    《周易》的内容    《周易》的派别    
《周易》的价值  《周易》精华  “三礼”  《周礼》    《周礼》的出现  《仪礼》  《礼记》  中国的礼乐
文化  《礼记》精华  《春秋》    《春秋》的内容    《春秋》的价值  春秋三传    《左传》的价值    三《
传》的价值  三《传》精华  《大学》    儒者的终极理想  《大学》精华  《中庸》  《论语》  《论语》的
价值  《论语》精华  《孟子》  《孟子》精华  《孝经》  《孝经》精华  《尔雅》精华荟萃诸子百家  儒
家  儒学大师荀子  《荀子》精华  老子与道家  《老子》精华  庄子其人其书  《庄子》精华  墨家和名家  
《墨子》精华  法家及其主张  《商君书》精华  法家的智慧——《韩非子》  《韩非子》精华  百科全书
式的巨著——《管子》  《管子》精华  《晏子春秋》精华  兵家及其他诸子  《鬼谷子》精华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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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精华  《三十六计》精华  先秦诸子学说的贡献  《淮南子》精华  特殊的思想家——王充  魏晋
时代的玄学  《颜氏家训》精华  《世说新语》精华  《抱朴子》精华  佛学    佛教的形成、传入与发展    
《四十二章经》    大乘佛教    《金刚经》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妙法莲华经》    《华严经》    《
六祖坛经》    《碧岩录》  理学    宋明理学产生的背景    早期理学大家    朱熹与陆九渊    明代理学大家
王阳明    理学批判与新理学读书门径——《说文解字》  造字的方法——六书    从文和字谈到汉字的性
质    新造字的造字法    汉字字体的演变  什么叫训诂学  古代也有语法学著作  什么是音韵学  双声字与叠
韵字  反切注音法  音有“四声”  韵部  怎样确定古字本音上下五千年辉煌中华史  史部研读的方法及二
十四史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
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南史》  《北史》  《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
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新元史》  《明史》  《清史稿》  通
览编年体史书  《资治通鉴》  通读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  必备的几部政书    《通典》    《通志
》    《文献通考》  学术史与史评    《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    史评  杂史野史及其他  古代中国的
地理学  古代帝王    炎黄二帝    尧舜禅让    大禹治水    商汤建国    盘庚迁殷    武王灭商    齐桓公称霸    卧
薪尝胆    秦孝公变法    千古一帝秦始皇    汉武帝的政绩    光武帝刘秀    北魏孝文帝改革    唐太宗与贞观
之治    武则天与武周政权    千古仁君赵祯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明成祖朱棣    康熙大帝    帝王纪年  重臣
名相    伊尹扶汤    周公辅政    齐相管仲    晏婴相齐    范蠡归湖    商鞅变法    秦相李斯    萧规曹随    运筹
帷幄汉张良    诸葛亮治蜀    东晋名相谢安    关中良相王猛    房谋杜断    魏徵善谏    半部《论语》宋赵普  
 耶律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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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什么是道唐代的道，大致和汉代的州相当，是监察区。
太宗贞观年间，全国一共分成十道：1.关内道，即古雍州；2.河南道，即古豫、兖、青、徐四州；3.河
东道，即古冀州；4.河北道，即古幽、冀二州；5.山南道，即古荆、梁二州；6.陇右道，即古雍、梁二
州；7.淮南道，即古扬州；8.江南道，即古扬州的南部（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9.剑南道
，即古梁州（剑阁以南）；10。
岭南道，即古荆州的南部（今广东、广西省）。
玄宗开元年间，在十道的基础上，又分为十五道：1.从关内道分出一个京畿（治长安）；2.从河南道分
出一个都畿（治洛阳）；3.把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4.把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
黔中道。
什么是路宋代的路，最初设置是为了征收赋税、转运漕粮，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带有行政区划和军区的
性质。
全国最初分成十五路，后来分成十八路、二十二路，大致和今天的省区相似。
例如河北路、陕西路、湖北路、湖南路、福建路、广东路、广西路等，都和今天的省名相同，区域大
小也大致相当。
元代也有路，不过元代的路比起宋代的路要小，只和州府相当。
什么是省省本来是称呼官署的。
元代时设置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又在路之上分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行省到后来，发展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域名称，简称为省。
什么是行中书省元代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这是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
行中书省也设丞相、参知政事这类官员，体制上和中央类似。
明初沿袭了元朝的这一制度，也设行中书省。
后来名称变了，行中书省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布政司的长官有两个，是左布政使和右
布政使。
但名称虽然改成了布政司，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为“省”。
说说行省制行省制是元代以后中央集权政体的地方行政体制。
元代中央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除河北、山东、山西等腹里地区直属中书省，吐蕃直辖宣政院外，
其他地区划分为十个行中书省，简称为行省或省。
有陕西、甘肃、辽阳、河南、四川、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岭北诸省。
行省的长官也称丞相，统管全省的军政要务。
行省以下设府、州、县。
明代，撤销行中书省，设承宣布政司掌管民政、财政，另设按察使司掌管刑法，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
，合称“三司”，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
布政使司下分府（直隶州）、县（州）两级。
宣德时，在中关、江南等地专设巡抚，职权驾于三司之上。
后来为了军事目的，一些地方增设总督，巡抚也成了他的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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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想知道的国学知识尽在其中。
　　3000个中国人必知的国学知识点，国学，中国人的性命之学，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固本之学。
融汇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学术、典籍制度、百行百艺、礼仪民俗，蕴含国脉、国魂、国宝、国本，是中
国人的根基所在、尊严所依，国学之用，重在丰富、淬炼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的道德情操，
全面提高文化素养，增长人生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延续中华文脉传承国学经典，提高国学素养弘扬国学精粹。
　　&ldquo;国学&rdquo;，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之学，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五千年文化遗产。
我们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国学的复兴，是时代的呼唤与要求。
今天，随着国势的上升，我们自然要大力弘扬国学，也要让世界了解国学。
了解国学也就是了解我们的历史和现在，也就是了解我们中国人。
我们知道，成为文化大国才是真正的强国。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应该深入全面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学，决不能够数典
忘祖。
　　在我们走向世界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良好的国学素养，我们要通晓经、史、子、集的
基本知识和思想内涵，要用经学来加深我们的文化根基，例如：用《易经》的&ldquo;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rdquo;来激励自己勇敢地接受时代的挑战，走向未来；用&ldquo;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rdquo;的精神来休养自己，构建和谐的内心世界；我们要用史学来提升自己的智慧，明白过去，知
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用&ldquo;子学&rdquo;来开拓思路，用丰富多彩的&ldquo;集部&rdquo;文化
让自己更加博学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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