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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亚洲是地球上一个辽阔而又多姿多彩的区域，它有着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同样超过一半的世界历史
经历，承载了世界上最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传统。
无疑的，亚洲人及其文化代表着全人类历史中最重要、最丰富、最多彩的历史篇章。
本书叙述了从史前文明直到21世纪的亚洲历史，对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
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考察。
全书尤其突出其“社会和文化史”的功能，并按照文化区域板块，避开各国单独叙史的做法，进行文
化区域整合性的历史叙事，更强调历史区域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世界相似历史文化区域的整合研究，是当今历史文化研究的大趋势，总结文化上的共同点和价值观的
认同感，对区域国家的团结互助、经济合作与局势稳定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如今，基督教文明圈、伊斯兰教文明圈和儒家文明圈是当今世界关注的三大文明圈，这三大文明圈在
亚洲就有两个。
而西方学者所说的文明冲突论，更多的表现在基督教文明圈与伊斯兰教文明圈这两个排他性很强的“
一神论”文化的冲突上；而既不反对神灵、也不追随神灵的儒家文明，对于世界其他文明来说，正像
其辉煌的古代中国接纳一切外来文化一样，表现得更加儒雅和宽容。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西来的基督教徒，还是经商而来的阿拉伯穆斯林，都有被中国朝廷接纳并成为
政府高官的人，这在其他文明古国中是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中国学者们对“文明冲突论”最大的质
疑。
至少，儒家文化不是一个排他性的文化，相反，她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兼容性很强的和平文化。
儒家文化自孔子创立之初就反对战争和争霸，并以关怀民生、包容一切的“仁爱”思想，以及重视民
意、“以民为天”的民本思想和以民主思想为核心价值观，来尊重和包容“天下”一切不同民族、不
同人群的不同习俗和文化，这正是儒家文明不同于那些“排他性”很强的“神爱”思想与“神本”思
想的宗教文明的最大特点。
如果说世界其他文明有巨大冲突的话，那么，也许儒家文化的仁爱、宽容和民本思想，正是化解人类
文明冲突的最佳文化。
儒家文化以关爱“天下”百姓、为民造福为己任，而儒家“天下人”的本意，在古代指的就是人的认
知能力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人，“天下人”就是指“全人类”，只要是天下人，都是儒家文化所
关怀和关爱的对象，儒家最初的本意和最初的起点就是为“天下人”服务的。
以仁爱之心来关爱天下人，而不是宗教文明用武力“征服”和“拯救”其他民族，又如何能起冲突呢
？
如果说有征服的话，那也是以仁爱之心来征服人类。
对于亚洲文明，西方学者细分为四个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日本文明。
但是印度文明虽然在中古代时期以佛教的形式影响过整个东亚和南亚，但东亚的佛教主要是经过中国
改造后的佛教，或者说是被中国“儒化”了的佛教；而佛教又随着被外族人的征服而早已在印度消亡
，因此，近古时代以来的印度文化也仅仅局限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印度独立之前，他们原本就是一
个国家，不具有较大范围的区域性和历史延续性。
日本文明更是局限在小岛上，严格说来，日本没有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而是从古代中国学
习得到的文化，本质上就是对中国儒家文化学习和发展。
正如美国文化脱胎于欧洲基督文化一样，从历史学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历史上不存在日本文明。
只是近代日本的崛起，为了树立自身的大国意识，自己宣传和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性，如果仔细研究日
本近代和现代文化现象的内在思想，几乎都与儒家文化思想吻合，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最鼎盛时期
的盛唐和元朝时代的儒家文化思想。
所以，正如美国文明属于基督教文明圈一样，日本文明属于儒家文明圈，所以，我们把亚洲文明大体
上分为东亚的儒家文明圈，和中亚、南亚与西亚的伊斯兰教文明圈。
本书“东亚”儒家文明圈的地理范围概念，指的是中国内地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
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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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
确定东亚地区的地理范围，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进而可与印度和伊斯兰教文明圈的南亚、中
亚、西亚相互整合，使亚洲在世界上与欧洲、美洲地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因此，本书也将按照这一文明圈的区域整合概念编写，第一编是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东亚，第二编是
与佛教有紧密联系的南亚，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形成东亚和南亚文化圈；是以伊斯兰文明为主体的中
亚与西亚的整合史。
这也符合亚洲历史区域文化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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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海扬帆》丛书是面向广大学子和青少年编辑的一套跨越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业余读物。
包括人类各阶段、各地与的传统、历史、战争、文化、文学、和文明的状况和发展，介绍了一些影响
世界和历史的名人、事件，是广大青少年和学习休闲阅读的佳品。

周成华主编的《亚洲简史》第一编是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东亚，第二编是与佛教有紧密联系的南亚，
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形成东亚和南亚文化圈；是以伊斯兰文明为主体的中?与西亚的整合史。
这也符合亚洲历史区域文化发展的脉络。

读者只要打开《亚洲简史》，徜徉其中，带来的是美的享受，也是对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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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国家形态的成熟直到周武王灭商，周人的实力还是十分有限的。
估计此时周人总人口数不会超过10万，也有人认为还要少一些，估计只有六七万人。
而当时商人控制下的总人口数，估计有730多万，也有人认为达780万，但最少的估计不少于100万。
周是商代的重要方国之一，相对于方国人口的平均数字七八千人来说，周人显然已经是比较强大的方
国了，所谓“虞芮质厥成”的传说表明，周人很早就是商人在西部的诸方国的领袖，拥有自己的支持
者。
到周文王时，因为商纣王无道，逐步失去了领导全国诸侯的威信，转而拥护周文王来作天下“共主”
取代商人的方国已经占绝大多数，因此，周人代商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周人灭商之初面对的仍旧是传统的双环式疆域结构，周人的直接统治区仅有渭水流域，其他地区除了
刚刚取得的商人的直接统治区之外，是数量众多的方国。
这些方国虽然拥护周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但他们的历史往往与商人、周人一样悠久，在周人代商之前
，他们就已经拥有领地、在政治上独立。
周人对这些方国只能承认现状，满足于他们名义上的臣服，类似于联邦或国家联盟承认每一个有权威
的大邦国为领袖，各邦国都是政治独立的自治国家，这一点应该是从部落联盟时代继承下来的，部落
联盟时代也有类似的制度。
周人建国初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原商人直接统治区上，在东至山东半岛、南达汉水流域、北至燕山以
南的广大地区封建了许多诸侯国，迁徙部分周人与殷商遗民、当地土著民族一起立国。
新封建的诸侯国与旧有的方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周壬封建的，这些诸侯王对领土、人民的权力
都出自周王的授予，而后者是自生性质的。
因此，新封建的诸侯国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但对周王室的隶属关系较强。
通过土地分封制，周人不仅牢固地控制住原商人直接统治区，而且开创了一种王室与诸方国关系的新
模式。
以武力为后盾，辅之以宗法制、礼制和同姓不婚原则，采用会盟、朝觐、巡狩等方式，周人逐渐将原
有方国都纳人到诸侯国的新机制中来，各方国与周王室的关系不再像夏商两代那样，是盟主与盟友的
关系，而有上下等级的君臣隶属关系了，从而强化了中央权力和国家管理能力。
通过这种方式，周人直接统治的领域比商人又有所扩大。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纳入周人的直接统治之下。
商朝灭亡后，箕子率领殷商遗民远迁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建立的箕侯国，也是周王朝领导下的诸侯国
之一。
但是，西周的公共权力原本是从周人氏族制机关演变而来，身上还带着氏族制度的显著特征。
其中央职官的设置还具有一定的部落时代的原始性和军政合一性，部分职官的分工不明确，宗法组织
与国家组织是密切结合的，在任官上实行“亲亲”与“尚贤”相结合的原则，史官和宗教官仍具有重
要性、臣仆用事的一贯性等特点。
虽然其中央职官可以分为民事职官系统、神事职官系统、王事职官系统，但在实际运作中，三大类职
官系统往往交织在一起。
这都反映出其国家形态在创建初期不成熟的一面。
在地方统治方式上，西周时代已经存在基层行政单位“里社”，旧有的农村公社虽然仍以血缘关系为
主，但血缘关系在明显淡化，公社首领有转变为官员的趋势。
但是，实行世官世禄的诸侯国毕竟与后代的地方行政设置具有本质的差异。
因此，西周还只是早期国家的典型阶段，并未发展为成熟的国家形态。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周平王东迁，标志着西周的结束、东周的开始。
“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政治中心转人今河南。
随着王室的衰微，周天子的威信失落，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相继成为诸侯
的盟主，这就是“春秋五霸”。
从贯穿春秋时代的大国争斗的形势人手，可以将春秋时代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东方的齐国称霸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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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北方的晋国称霸的时期、南方的楚国称霸的时期、晋楚两国南北对峙争霸的时期和兴起于东南的
吴越两国北上争霸中原的时期。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内，东、北、南、东南各方依次兴起，既反映出该区域内各文化亚区的竞相发
展，也反映出各地区之间交往日益频繁，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结为一体。
周人将诸方国纳入诸侯国体制，其初衷是扩大周人直接统治的区域，和原来的联邦制或联盟制度相比
，中央的统治权加强了。
但是封建制度的本意是“土地分封、领主自治”，随着王室对众多子女继承和土地的继续分封，王室
自己直接管理的土地越来越少，周王室面对的诸侯国的数量开始膨胀，而大的诸侯国反而比周王室还
要富强，王室对大诸侯难以控制。
周王室也无力完全阻止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与兼并，那么，在王畿以外出现势力超过王室的大诸侯国就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了。
周王室势力的相对衰弱，使大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无序状态。
春秋时期的诸国争霸，是试图恢复从前的方国联盟推举公认的盟主的方式，在各诸侯国之间确立起一
种新秩序。
但现在的各诸侯国比之从前的方国，在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变化，这种旧秩序是无法解决新的现实
问题的，除了发展成熟的几个大国通过武力决定由谁来统一各诸侯国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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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海扬帆:亚洲简史》分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四编，主要内容包括：东亚地理区域的界定与文明
区域发展阶段的划分；早期东亚文明的地理环境；东亚第一个国家的形成等。
《学海扬帆:亚洲简史》力求做到常识性、通俗性和趣味性并举。
以常识介绍为主，不作专门的学术研讨，只作常识性的叙述，努力提高趣味性，力求让广大青少年读
者在休闲中求知，在求知中获得阅读的乐趣。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亚洲简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