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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的功能在于据往以知来，遇见未来是最大的智慧，而这种大智慧就寓于历史之中。
西方史学家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它的智慧“足以供社会之需”。
本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细节叙述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历史，展现了一个具有恢弘气
质，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
本书的章节体例采用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清晰表述了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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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强，法学博士，北京开放大学法商学院副院长。
　　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原国际政治学院），工作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深造，
获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团中央电视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
　　目前，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六所高校邀请，为总
裁培训班讲授《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逻辑》和《营销机制的新建设》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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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周口店猿人洞穴的山顶洞穴里，发掘出约五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骨器和装饰品。
石器中有火石制、石英石核制的刮削器、尖端刮器，与西欧旧石器晚期的制作大致相似。
骨器中有兽骨磨成的骨针，似乎已有简单的缝纫。
装饰品中有穿孔的兽齿、鱼骨、贝壳和海螺壳，还有用赤铁矿染红的石珠，似乎已有爱美的观念。
人骨化石旁散布着赤铁矿粉粒，似乎已有饰终的仪式。
“山顶洞文化”比“河套文化”又前进了一步。
这时候的猿人，身体上的结构，可以说已经到了现代人的阶段。
石器已进到旧石器晚期。
　　在内蒙古的扎赉诺尔（呼伦池附近）、黑龙江的顾乡屯（哈尔滨附近）等地，曾有中石器时代遗
物的发现。
扎赉诺尔的石器，有的已经研磨过。
顾乡屯的骨器，有些器体很整齐可观，制作技术超过了“山顶洞文化”。
这些出土的器物中有石器、骨器、角器、牙器、火烧骨和人骨化石，估计年代约在二万到四五万年前
。
　　中国境内西北、华北、东北、西南都已发现旧石器、中石器及其逐渐进化的遗迹。
虽然材料那样稀少，还有待于今后考古学者的继续发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境内四五
十万年以来，即有人居住并在各个地区创造着自己的文化。
　　第二节 原始公社的遗迹　　在漫长的旧石器、中石器时代里，人们慢慢地学会制造磨光的、比较
精致的石头工具，这就先后参差地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畜牧业及最原始的农业逐渐代替了狩猎经济，
由于后来农业的发展，游牧生活又逐渐转向定居生活。
在畜牧业和农业中，男子劳动与妇女劳动的比重起了变化，男子的经济地位逐步提高，以女子为中心
的母系氏族社会因而转化为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当然，这种转化是经历很长的过程才完成
的。
依据地下发掘，新石器时代大概开始于近一万年内，在此以前都是旧石器时代。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遗址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的发现，但对地下的史料说来，还只是很少
的一部分，更多的史料仍待继续发现，兹就现有的主要材料，略述其分布情况于下。
　　一、仰韶文化　　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曾经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
遗址中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多种。
石器有刀、斧、杵、镞（zú）及纺织用的石制纺轮。
骨器有缝纫用的针。
陶器有钵、鼎等形制。
仰韶陶器多数是粗陶，其中有一种彩陶，以表面红色，表里磨光，带有彩绘为特征。
考古学上命名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当做同系统文化的代表名称。
　　仰韶文化散布在西北以及华北、中原等地区。
从这些遗址和多量的遗物里，可以推想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
　　第一，农业在生产部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各遗址多有石斧的发现，石斧是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一种工具。
近年来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农业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半坡遗址提供出丰富的资料，说明当时居民的生活情况。
生产工具有石斧和骨锄，农产物有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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