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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上，我所看到的十分有限，正如渚岸望江，有时看到波涛汹涌，有时看
到平川缓流，终究只是一时一地的片断。
假如用河流为比喻，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如黄河、长江。
黄河、长江，源头相距不远，都在巴颜喀喇山区，一向北流，一向南流。
这两条大河的水系，笼罩了中国的大部分疆域，然后殊途同归，倾泻于太平洋的黄海与东海。
两个水域分别在中国的北部和中南部，界定了两个地理环境，呈现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
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
黄河带给中国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难。
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力。
因此，本书封面以黄河为象征。
只是长江水系，支流复杂，多姿多采，也许更近似文化长河的变化景象。
长江源自巴颜喀喇山下的涓涓细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袭夺金沙江，再流入四川接纳沱江、岷江、
嘉陵江，汇集了藏边甘青的灵水，始成洪流。
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
碧，滩险水急。
江水又东，出峡之势，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始成大器。
江水又东，一路收容湘资沅澧，以及赣江、清江带来的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
大的气象：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
自此东下，江水浩瀚，日月出入其中，隔岸但见山影。
过了南京，遂与海通，广陵夜潮，石城汐止。
江海相拒相迎，进退之间，或则江水积淀成洲，拦江截流；或则江流冲刷，裂岸崩石。
终于大江倾泻入海，一时还不能与海水融合，俨然是蓝色大海中的一条绿色潮流。
有大江带来的水流，挟来的数千里泥沙，海洋始能成其大。
百川朝宗，天下众流都在五洋七海中泯合，无所区别！
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
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 ─这一大海即是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本书是为这一代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及对于这一过程的解释。
在这一故事中，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黄河流域为
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 中国”。
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
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
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
本书叙述的故事，因此是一个主角与场景经常转变的曲折历程。
正如广场上的活动，可能只是几个人之间的谈话，逐渐吸引了附近别人的参与，经过几度转折，竟聚
集为不少的群众，讨论的主题也可能远离了原来的谈话。
当然，这样的譬喻，究竟还是太简单，不足以形容文化史的复杂性。
本书各章的标题，得益于梁任公先生《中国史叙论》中所述的观念，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
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
凡此阶段，因为我们的时代已与任公的时代不同，举凡中国文化史的史料、中国历史的知识，以及其
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于最近百年来均有长足进展，是以本书不仅有自己设定的断代，于各个段落的界
说也有自己的认知，而毋须受任公历史观念的约束。
既然本书是以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为主要着眼点，其不同于一般中国通史的内容在于不以政治体为界定
中国文化圈的断代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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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完全与中国传统正朔纪年的理念脱钩，是以公元纪年划分为几个大段落。
公元纪年，只是为了约定俗成的方便。
这些大段落的起讫，也只是取其年代的整数。
文化演变是逐渐的，不能刀切豆腐，干净利落地切断演变线索，是以，本书于叙述历史事件的变化时
，稍有超前落后若干年，逸离断代的情形。
为此，本书的前半（第一章至第五章），以公元1500年为断代下限，此时正是全球经济体系成形的前
夕。
后面三章，叙述的则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五百年。
这五百年间，中国体验了没顶的惊险，也学习着弄潮儿冲浪的功夫。
这是占人类社会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族群，以数千年积蓄的能量，投身演出的五百年悲喜剧！
本书既以文化发展为主题，应当同时论列文化内容及文化外延。
在文化内容方面，本书将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多所注意，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
起居及心灵关怀。
中国的正史，一向是帝王将相、圣贤名流的记录。
近世新出版的通史，仍不能摆脱以政治史为纲之旧习，日常生活部分少见着墨。
本书转移叙述的重点，并不是轻视朝代更迭、国家兴亡，以及各时代的典章制度、嘉言懿行。
凡此项目，史学界前辈均已有过叙述。
本书之另有着重，其实也是为了补苴一般通史的空白。
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在这平民的时代，大率受过高中教育以上者，都可能对历史有兴趣。
他们关心的事，当为由自身投射于过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来，现在的生活方式何自来。
本书在此等处着手，既为了针对读者的求知欲，叙述日常生活及诸种心态观念的来龙去脉，也是为了
这些事项本身的演变有其漫长的过程、丰富的内涵，值得史学工作者探讨。
中国文化，本有内华夏、外诸夷的传统。
近世以来，民族史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进行，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现象，近代中国史学不能自
外于这一潮流。
于是，中国人的历史观承受上述两项因素，每每有中国文化自我中心的盲点，以为中国文化既是独步
世界，又是源远流长。
中国史学对于中国以外的事物，大多不大注意，甚至于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往往存而
不论。
本书呈现的中国历史，是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体系──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心论的观点颇为不
同。
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
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本书为了弥补自我中心观念造成的缺陷，于文化圈的内外关系，特加注意。
在这一主题范围，本书不仅注意中国文化放射于其他文化的影响，也将注视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
域外文化曾有过的影响。
本书目的，除学术兴趣外，也不辞冒天下之不韪，拟对国民自大心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
如前所述，今日的世界已渐为一体，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或其他文化的成员，有所交往
。
过分自大，难免自蔽，于己于人，均非健全正常的心态。
为此，本书将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现象，在每章中特有专节讨论。
除了文化交流现象以外，本书也将有专节，比较中国文化及其他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定现
象。
比较研究，可以有助于了解文化发展中，哪些是历史的共相，哪些是自己的殊相。
老子说，知人为之智，自知为之明。
所谓知己知彼，没有可作为参考的比较，即不易有真正的自知之明。
本书各章都有中外文化比较的专节，其所以选取各该历史现象为比较的主题，并不意味该一时代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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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却毋宁是选取一项，当作标本而已。
大致言之，本书于史前部分，并不设定“中原”观念，而于历史时代所谓的 “中原”，也常有不同的
定义。
在空间上，“中原”是移动的，可由秦汉的黄河中游及关中，扩大为中古时代的华北，再移转到近古
时代的东南，以至近代的沿海。
而且，“中原”作为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观念，也与讨论政治史的内涵不同。
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超越政治或地缘定义的“中国”。
最堪注意的，则是中国文化于中古以来，俨然是东亚许多地区共同参与的一个文化体系。
本书第四章以下，于中国文化系统的讨论，即有不限于中国地区的理解，其中若干中外比较，是为了
解释中国历史发展之特点，讨论他处史实则是为了陈述时代背景。
总之，今世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将融合于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我们今日正在江河入海之时，回顾数千年奔来的历史长流，那是个别的记忆；瞩望漫无止境的前景，
那是大家应予合作缔造的未来。
万古江河，昼夜不止。
谨以此书，向千百代的祖先，献上敬礼！
最后，撰成此书，许多观念得自一生师友与学生的启发，一并致谢，恕不能列举了。
撰写过程中，汉声同人，尤其吴美云、汤世铸两位费力最多，甚感。
曼丽时加鼓励，本书书名，即是她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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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从中国文化发轫的地理空间开始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
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
。
全书以中国文化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压力下的“百年蹒跚”为结束。
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等。
更重要的是，本书不但摆脱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着重于庶民观点及大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每每
以全球文化的高视点，来诠释多元、复杂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
其视野之开阔、思路之宽广，实为相关著作中所仅见。
     《万古江河》是许倬云毕生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创新诠释！
本书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从中国文化发轫的地理空间开始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
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後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
。
最后，全书以中国文化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压力下的「百年蹒跚」为结束。
《万古江河》近27万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文学艺术、经济社会的演变
、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互动等，字里行间既有高空鸟瞰式的宏观洞见，又有具体日常生活的
细微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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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倬云，把严谨、精深的学术内容，能阐释得举重若经，又能叙述得深入浅出，非大学者不能为。
许倬云这位享誉国际的著名历史学家，就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历史、识跨不同学科的大学者。

　　许倬云，193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自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后，先后执教于我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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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以沙漠草原为主的草原文化    先从北边说起：蒙古地区横跨中国的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逐水草而
居；而东北地区，有大河和密集的大树林，那里的居民靠渔猎维生。
草原牧人与东北森林居民是最早接触和交流的族群，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不同处，也有相同处，不同处
是森林居民比较定居，相同处是他们都靠牧、猎维生，都能跨马作战驰骋千里，攻伐其他地区的居民
。
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北边的牧人和猎人，会时时因粮食不足而南向侵犯农业地带。
农牧的分界线，即是长城所经之处。
自古以来，牧人、猎人与农夫之间，沿着长城线往来拉锯，贸易与战争都在此进行。
    两条大河，两个文化区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
；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
黄河、长江都源自青海的巴颜喀喇山，起源地相差不过几十里，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南一向
北，跨度极大。
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
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
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
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
他们吃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
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
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
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
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
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
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
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
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
地区。
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
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
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
丰富的艺术传统。
P0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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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中围文化经过了无数的起起伏伏，这一文化圈的中同人也体验了无数的悲欢离
合。
返顾中同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其兼容并蓄的胸怀；为此中国人遭逢外来异质文化时，常常
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文化体系。
同时，若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两潮冲击下蹒跚颠簸；中国人也因之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由怀疑而至
扬弃。
中同文化儿乎有可能在地球上消失。
实际上在19世纪以前，中同人白诩为天下之中，中国人的历史即是文明的历史。
19世纪以后，中同面对世界，不能不接受现实，于是学校的教科书有了“ 外国史”或“世界史”，与
“本国史”或“中同史”成为两个平行的课程。
自此，“内”与“外”、“自己”与“他者”，截然划分，竟似两个对立体；如果中外有所接触，大
致又经常是两者之间的对立，甚至是彼此的冲突。
19世纪以后，中国在同际交往上所经历的挫折与屈辱，造成了中国人自卑与虚骄的复合情结，更强化
与深化了上述中外隔离冲突的心态。
然而，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加速进行的时代。
世界各地区之间，将难有区隔，中国曾经自成局面，俨然东亚天下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俨然
有自己的过程。
其实，中国从来不能遗世而独立；中同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
在今天，如果中同人仍以为自己的历中经验是一个单独进行的过程，中国人将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
也不能清楚地认识别人。
中国人必须要调整心态，从中外息息相关的角度，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别处的人类。
我们人类曾经同源，经过扩散于各处后，义正在聚合为一个共同的什会体。
各处人类曾走过不同的途径，义终于走向共同的方向。
我们曾有过自己的历史；这些独特的历史，又终究只是人类共同历史中的不同章节。
至于强势两方文化，在走向全球化的今日必须有“他者”提供不同的思想与行为，以弥补其数百年淀
积的不足。
世界各处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圈覆盖的东亚邻人，在这一过程中，尝试不同方式的融合贯通，发挥了
“他者” 的观照与反省。
这一现象的后面，正有长期蓄积的张力，于稍有可以发抒时迸出巨大的潜能。
循此方向进行，今天的全球化现象，也许竟是人类厉史上最令人振奋的大事。
在各种文化相激相荡时，人类社会终于走向天下一家，其中各文化体系的精粹，将成为全体人类的共
同文化资源。
经过这一转折点，非西方国族重获活力，能与数百年来的“主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且由此对话
弥补彼此的不足。
我们盼望，今日科技文明、工业生产为手段的市场经济，以及国族范国的民主政治，能纳入中同文化
的以仁为己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文精神；能纳入印度文化众生平等的观念，以矫正人类的妄自
尊大；能纳入伊斯兰文化对自然的尊重，以匡正人类浪费资源、毁坏环境的错误。
这一重要的志业，有待全体人类的自觉与合作。
人类过去彼此杀害的罪孽已经太多了。
我们必须学会在互谅互信中，彼此扶助，相搞相将，完成人类文明另一次的重大突破。
两千余年前的文明突破，几个主要文明先行的圣哲，为人类界定了存在的价值。
这一次突破，是为了再度闸释那些圣哲界定的价值，使人类主宰了下万年的世界上，真的有了人类长
久憧憬的新天新地，新的伊甸，真正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
在此时，中同人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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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颜喀喇山的雪水，在最近的未来必流入大洋。
在彼此相通的海洋中，长江、黄河的水滴，将与别处的水滴混合。
那时，中国的江水河水、印度河、恒河、尼罗河、波斯湾、红海、地巾海、密西两比河、亚马逊河、
刚果河⋯⋯各处的水滴将在本来就分不开的大洋之中，难分彼此!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
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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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作者受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启示，将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作中国文化圈不断扩张的过程，分
为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以及中国近百年现代化
浪潮的蹒跚历程。
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的宏阔视野、纯熟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对于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照
顾，使得这本摆脱帝王将相的中国通史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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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等。
更重要的是，《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不但摆脱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着重于庶
民观点及大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每每以全球文化的高视点，来诠释多元、复杂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
。
其视野之开阔、思路之宽广，实为相关著作中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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