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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物质文化资源，最终形成了为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继承发展、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有诗、词、赋、曲艺、建筑、戏剧、民俗、绘画、雕刻、烹饪、医
药、服装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少数民族的传
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
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已经深深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
    综观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既保持本民族的特点，同时又不断地对外来
文化加以吸纳和创新。
例如，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佛教就是从印度传入的，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又不断地被改造，带有明
显的中国特色。
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影响了韩国、日本、朝鲜等近邻，而且也影响到东南亚、南亚等地的一些国家，
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由此形成了世界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长达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受封建社会的影响很深。
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常常钳制和禁锢文化学术的发展，我们的传统
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封建糟粕。
当然，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新的时期仍然散发出迷人
的光辉，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积淀，是我们的民族之根、民族之魂。
本套丛书对中国的传统思想、社会生活、文化艺术、节日风俗等内容进行介绍，让读者能够全面领略
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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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积淀，是我们的民族之根、民族之魂。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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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政治 职官 家臣 家臣是春秋时期卿大夫家族的官员。
家臣有两种类型：即管理全家政务的家臣和管理采邑政务的家臣。
家臣是士阶层，他们必须忠实于自己的主人，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当然这只是道德上的要求，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则是另一回事了。
到了春秋晚期，有些家臣争夺贵族的权力，甚至到了“陪臣执国命”的程度。
到了战国时期，家臣迅速萎缩。
主要是因为君主集权的加强，需要大量士阶层的人支持，贵族的势力迅速萎缩，家臣也失去了生存的
依靠。
以前的家臣中也有趁着春秋战国之际崛起的，例如，三家分晋以前的家臣在分晋之后成为国家的官僚
，这也可算是官僚制度的一个基础。
 宰相 宰相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
相是指在古代主人会见宾客的时候，辅助主人进行接待仪式的人，一般由高级家臣担任。
而宰是主祭祀时宰杀牲畜的主要家臣，实际上，他们在内为宰，在外则为相。
宰相的出现，说明家天下的情形已经出现，家臣也因此成为了管理天下的行政官员。
此时的家臣还保持着原来的一部分职能，他们可以管理皇家的家族事务，例如御史中丞就是联络皇帝
与宰相的官员，皇家的家族事务是要通过御史中丞通报给御史大夫，再传给宰相的。
不过，这只是西汉初期的制度，后来渐渐消亡了。
 太尉 太尉是秦代设置的官名，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为“三公”，汉代沿置
。
太尉之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西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后不再设置。
西汉早期，设太尉官多半和军事有关，故带有虚位性质，不同于丞相、御史大夫等官职。
武帝时以贵戚为太尉，一改过去由武官充任太尉的惯例，和丞相同等，这和西汉早期有所差别。
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又将大司马改为太尉。
东汉时，太尉实为丞相，与西汉早期掌武事的太尉名同而实异。
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太尉与太傅同录尚书事，权位极重。
后代的王朝或者设置，或者不置，设置的也往往只限于大臣的加官，此外，太尉也成为了高级武官的
尊称。
元代以后未再设置太尉一官。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是秦代设置的官名，是丞相的副手，侍御史之长，负责监察百官。
西汉时丞相与御史并称，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合称“二府”。
凡军国大计，皇帝常和丞相、御史共同议决。
丞相位缺，一般都是由御史大夫直接升任。
御史和皇帝亲近，所以群臣奏事须由他向上转达，皇帝下诏书，则先下御史，再达丞相、诸侯王或守
、相，因而皇帝常常利用御史大夫督察和牵制丞相。
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复为御史大
夫。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又改名为大司空。
至东汉，延续不变。
汉献帝时，在曹操的专权下，又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官制。
西汉晚期，从原来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变为三公并立，是汉代官制中的一大变革。
到东汉初年，御史大夫的官属由御史中丞总领，中丞替代御史大夫成为执法和监察机构的首脑人物。
魏晋南北朝时，偶尔也恢复御史大夫的名称，或替代司空，或替代御史中丞。
隋唐以后所设御史大夫，除宋代为虚衔外，均为御史台长官，已经不再具有汉、魏三公的性质。
明代改御史大夫为都御史，自此其官遂废。
 太守 太守这一职位原来是战国时郡守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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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景帝时，郡守改称太守。
太守是一郡最高的行政长官。
到了南北朝时期，新的州、县增多，而各郡之间所管辖的地域相对缩小，州、郡之间的地域区别也不
大了。
到了隋初，地域划分上留州废郡，州刺史代替了太守的官职，太守就成为刺史或知府的别称，而不再
是正式官名了。
到了明清时期，太守则专门用来称呼知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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