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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六章，对中国文化基础、制度、宗教、学术、艺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
展示与研究，而其中每一节又是一个文化专题，共计35个文化专题，力求在有较大涵盖面的同时对每
一文化专题都有较清晰的展示和较深入的探讨。
图文结合、雅俗共赏，起到提高大、中学生人文修养和供一般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文化史学爱好者取
资借鉴的作用。
 基础篇：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以血缘苂基础、以家庭为细胞、以天人和谐为宗旨的伦理模式。
这一模式的内在核心是人性论，其外向扩展是天人合一的伦理政治。
这既决定于中国古代的大河大陆型地理环境及其政治理念，又与以农为本的经济基础相关并由此形成
了几千年的耕织文明。
 制度篇：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集体意识，最明显地体现于政治文化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的历史
就是制度的历史。
而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职官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科技制度、礼制、乐制及兵制等，又以其丰
富的内涵与历史的变迁，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积淀。
 宗教篇：     中国古代宗教源于原始崇拜与鬼神观念，显示出特有的《泛神论》色彩，这也形成了各宗
教派别和谐相处的文化格局。
这一特征无论在早期的原始崇拜的泛神观、血缘崇拜的尊祖思想，还是在道教与佛教的并存发展。
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都有明显的印证。
而民俗节日的宗教内涵，更能体现中国古代最广泛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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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分六章，对中国文化基础、制度、宗教、学术、艺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进行比较全面而系
统的展示与研究，而其中每一节又是一个文化专题，共计35个文化专题，力求在有较大涵盖面的同时
对每一文化专题都有较清晰的展示和较深入的探讨。
图文结合、雅俗共赏，起到提高大、中学生人文修养和供一般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文化史学爱好者取
资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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