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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专供电视大学的学员使用，而绝大多数学员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他们跟全日制的大学生
不一样，没有整块的时间拿出来学习，只能是见缝插针。
这样的学习条件，使他们很难用心思去打破传统教材目的、对象、内容等结构框架和理论模式，而是
将理论模式打碎到具体的论述之中。
每段的论述只解决一个小问题，摆出一个观点，观点与观点之间的联系，则由读者通过阅读自己去完
成。
而且，每段论述的篇幅也较为简短。
学员随时翻阅书中的任何一段进行学习，都会有所收获，不必担心是否保持了理论的连续性和前后的
贯穿。
    本教材还将运用到远程教育上。
电视大学的优势在远程教育，互联网的出现和进步，使电视大学如虎添翼，有了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
。
但是，远程教育受网络技术的影响甚大。
网络传输的速度直接影响到学员的兴趣和教学的质量。
为了避免一次传输信息量过大而影响传输速度，也为了满足各个学员学习和阅读重点的不同，力求最
快地将学员最需要的部分信息传递出去，所以，本书采用这种分段专题讨论的结构形式，一个标题，
一个网页，彼此独立，既有利于提高传输速度，也有利于学员精力的集中，以增加学习效果。
    本书设计的思考题，多以书中内容作依托，但不限于书本中的内容，有的甚至有意针对书中的某段
话、某个意思发问，引导学员作独立的思考，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帮助他们形成其独特的传统文
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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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华夏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说，“和”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
特别是在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所在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
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这种“和”又不是没有主次的，一般而言，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高势能文化总是会以更快更大
规模地向低势能文化流动，而低势能文化的反作用，总是要慢半拍或者一拍，这就形成了文化融合过
程中的主动与被动的差别。
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以汉族文化为主的高势能文化一直处于优胜的地位，因此中华文化共同体
表现出汉文化的主体特色，而这时的“和”也以显示汉文化的亲和力为主。
　　　　书摘1　　社会结构的新变　　由于宋代理学对天理人伦社会秩序重新进行了更为严密的解
释，这种思想影响社会，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以道德文章立国的特色，十分明显。
赵宋自立国以来，即确立了以文人为主体的治国思想，重文轻武，使得文人政治较前此任何朝代都发
达。
统治阶层主体的改变，加上理学“内圣”化的倾向，理学家们重性命之学而轻事功经济，使得宋代学
术思想不断向精深处开拓的同时，也极大地危害了其社会国家利益。
终宋之世，文人才士辈出，而骁勇善战的武将却屈指可数，甚至有文人因武功出名者，都很能说明其
国力的萎弱不振和最终衰亡的根原所在。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宋代教育制度的革新。
儒学重点从“外王”向“内圣”的转化，极大地激励了大儒的道德自信心，他们纷纷以孔圣得其道而
不得其位自励，同时，其道德人格力量也感召着渴求“内圣”的学子，使他们勇于放弃科举人仕的人
生定位，步人山林学院，接受大儒的教诲。
二者相激，终于催生出新的宋代私学教育。
儒生士大夫们不仅以书院为研究学术、推行道德教育的基地，而且还在书院中交流情感，求得一种精
神上的自得。
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还往往通过书院的讲坛，抨击朝政得失，形成朝野上下不敢忽视的政治力量
。
总体上，书院都以儒家经书为本，不出宋代理学的范畴，但不同的书院因其主创者或主持讲坛者学术
思想的侧重而各有特色，并因而呈现出缤纷的异彩，对宋代官学起了有效的补充作用，某些方面甚至
超越官学，独领风骚，很好地活跃了宋代的学术气氛。
　　如果说宋代私学的兴起，是宋儒道德人格修养的社会化的话，那么，宋代宗族共同体的大量出现
，则可以说是宋代理学“民胞物与”思想的理论实践，也是其“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　　天下”人
生图景的实现。
宗法制度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里，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原则里即已包含
着这样的因子。
但直到宋代，宗法组织才在新的思想基础上，　　以新的结构方式得以重建。
那就是民间自发组成以男系血统为中心的宗族共同体的大量出现。
这一以伦常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后期，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
它一方面加强了社　　会的稳定性，为宗族个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
更加强化了中国人传统的主奴文化心理，使整个社会肌理凝聚得更为紧凑，也使之趋于僵化。
每遇社会变革，即会受到这一个紧接一个堡垒似的宗族组织的顽固抵抗，增添改革的难度。
时至今日，这种文化心理还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
　　思考题：试述宋代社会结构的新变。
　　文化中心的南移　　我们常称黄河为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是一种黄土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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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是从文化发源的角度讲的，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又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南移之
　　势。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南移运动有三个十分集中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时的永嘉之乱。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中原文化随之南播，打开了南方经济文化的新局面
。
到唐初，南方已经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个时期是唐代的安史之乱。
叛军以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横扫中原地区，给那里的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经此浩劫，黄河中下游地
区残破凋弊，加上紧随而来的藩镇割据和政局动荡，使士民再次大规模南迁。
此消彼长，南方经济远远超过北方，为文化的南移埋下伏笔。
北宋时，士人官僚间的南北之争日趋激烈，在渊源、风格、题材、情调上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的词的
独领风骚等，都预示着文化均衡局面的即将打破，文化的即将南移。
宋初，文化中心虽仍在洛阳，邵雍、二程、张载等或身处关中或足不出洛阳，但从其学者，却以南方
人为多。
邵雍曾以象数家的敏感，在洛阳的花园中预见到“气”已至南方，“南人为相”，必致亡国。
果然，神宗以江西人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
这在守旧的邵雍看来，也就是亡乱之始。
虽然邵雍的预言带有神秘色彩，但他看到南方在文化上的反客为主，超出北方，却不能不说是慧眼独
具。
　　1126年，靖康之乱，给文化中心的南移以最后的推动力，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南移。
　　南宋以来，文化中心的南移，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是学术中心的南移。
北宋以前的学术中心，主要集中于洛阳及关中等黄河流域，但那时南方学术气氛已日渐浓厚起来，江
西、福建各自成为文化中心。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都出自江西。
南宋时，福建更成为学术中心。
朱熹曾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
”而他本人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更是促成这一“天旋地转”的巨大推力。
第二是政治人物的南人化。
关于这一点，“南宋四大家”之一的陆游最有发言权：“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
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
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
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
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
”①南宋之后，整个国家偏隅江南，朝堂之上，更是南人的天下了。
第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
宋高宗虽以“居跸”之名在杭州停留，但他无意恢复，竟将杭州建成“东南第一州”的销金窝儿，与
另一繁华之处——苏州，被称为人间天堂。
成为事实上的南宋文化中心。
而原来洛阳及关中等地，由于金统治者文化上的相对落后，还有很长的汉化道路要走，未能于文化上
独树一帜，因而无法跟“杭州——苏　　州”这一南方文化轴心相比。
这也就使南方文化更显示出优势文化的特色来。
虽然元朝时，忽必烈等人曾采取行政手段，对江南文化进行掠夺，但并不能完全抹煞江南文化的特质
，反而使之与北方文化比较起来，更显出地域性亚文化特征，对后世江南人文精神的影响至为深广。
　　思考题：我国文化南移的三大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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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了解传统文化吗？
你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吗？
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感悟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里汲取营养以自强，这是本书的宗旨，也是读
者阅读本书收获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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