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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话说中华文明》是一部全景式图文并茂记录中国文明历史的大书。
出版者穷数年之力，会集各方力量——专家、学者、编辑、学术顾问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
料、著作中，探珍问宝，追寻中华文明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灿烂之光。
此书的出版，凝聚了编撰者的心血，学术顾问们的智慧。
尤其是李学勤先生，亲自动笔写下了序言，更增加了本书沉甸甸的份量。
    中华文明的历史充满了辉煌与苦难，成就和挫折。
它的历史无处不在，决定着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思想和感情。
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造就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延伸，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河奔流到现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构成。
中华文明丰富、深刻、辉煌、博大，在人类文明中的骨干作用和领导作用人所共知。
在人类文明的发源时期，中华文明就是四大古国之一，是地球上文化的策源地之一。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中华文明成为文明在东方的支柱，公元前后200年间，人类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这
两只铁手攫住了地球。
在欧洲进入中世纪的时候，中华文明更成为人类文明最主要的领导，它的文明统治东亚，传遍世界。
进入近代，中华文明处于自身的重压和西方的欺凌下，但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奋起精神是人类文明历
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人类贡献出了从思想家孔子到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从唐诗宋词到长城运河的
伟大创造，贡献出了从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从商周铜器到明清文学的深刻内涵，也贡献出了从五霸
七强到三国纷争、从文景之治到十大武功的辉煌历史。
中华文明的历史绚烂多彩，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
    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明，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持久，这样统一一致。
世界上其它文明不但互相交错，其创造者也都与高加索体质的人种有关，它们是姐妹文明。
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华文明才是独特的，它的创造者是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民，与其它任何地方的
人民都没有关系，它的文化是统一一致的文化，可以不依赖于其它任何文明而生存，但中华文明也绝
不是封闭的，它接受他人的文化，也承担自己对于人类的责任。
    人类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
人们对于世界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估计无不以东亚和太平洋为中心，而尤以中国为重点。
    经济起飞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尤为刻不容缓。
如果中国要自觉地发展中华文明，要有意识地使中国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就必须发展强有力的精神
文化，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才能形成中国和中华文明钓全面现代化。
    而中国的精神文化的发展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
进入近代之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产生大量的情绪化和激烈冲突的论调。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具有冲破封建束缚的时代意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不容否认的正面
意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文化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主张全盘西化；而复古主义则沉迷于中国文化
的古董，走进反进步、反科学的泥潭。
    历史的发展则超越了所有这些论点，产生这些论调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已经结束。
历史要求中国发展，要求中国走在全世界发展的前列。
西化论和复古论都已过时，历史已经要求世界超越西方，中国可以承担起世界的命运，而中国的现实
和世界的历史都说明，中国的使命在于它的发展前进，而非倒退。
    中华文明走出迷惘的时代，我们这一代处在一个伟大而具有挑战的历史阶段。
    总结历史、展望未来，这就是《话说中华文明》的意义和使命。
我们创作《话说中华文明》，力求总结和回顾中华文明的全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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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结构上，既具有一定的深度，又具有相当的广博性，既有严谨、准确的学术价值，又有活泼、
流畅的可读性。
我们在两千页的范围内容纳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使它综合了大规模学术著作的系统性、严密性，
和普及读物的全面性、简易性，它既可作为大型工具书检索中华文明的各个成分，又可作为通俗的读
物进行浏览。
    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思考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并逐渐形成了编著《话说中华文
明》的设想。
在开展这项庞大的文化工程之始，我们就聘请了国内权威学者李学勤、罗哲文、俞伟超、曾宪通、彭
卿云诸先生担任学术顾问，他们对计划作了充分讨论，并审阅了大量初稿。
我们聘请了广州、香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学者、大学教师、研究生以及我社编辑人员几十人担任稿件的
撰写工作。
    通过创作这部书，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感受到了它的内在缺陷。
中华文明具有辉煌的时期，也有苦难的年代，有它灿烂的成就，也有其不足的方面。
中华文明在自身中能够吸取充分的经验和教训，就能够使自身健康壮大，成长发展。
    通过创作这部书，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出版事业的使命和重任。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起到它所应当起的作用。
为中华文明的反省、前进和奋起作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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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元仁宗即位整顿国务任仁发画《二马图》改易“投下”分封制度建岭北行省王祯《农书》著成何澄进
呈界画赵友钦算圆周率郑光祖作《倩女离魂》戴侗著《六书故》分室龙窑出现元开科举棉花开始推广
张养浩作《潼关怀古》制定吏员出职制禁止南人典卖妻儿元代道教建筑中的典型代表——永乐宫建成
周德清编《中原音韵》朱思本绘《舆地图》元英宗行新政元编政书《元典章》、《元经世大典》元英
宗制订元律赡思修定治河书籍颜神镇生产玻璃上都造金浮屠青花技术的兴起南坡政变泰定帝即位帝位
争夺战爆发《饮膳正要》倡营养学和饮食卫生意大利教士鄂多里克抵大都上座部佛教在云南得到发展
危亦林创用悬吊复位法元明宗被毒死元文宗立奎章阁学士院张养浩撰《为政忠告》云南诸王反叛汪大
渊游历南洋元代壁画的杰作——永乐宫壁画绘成汉族文人多放浪贯云石以散曲著称王冕诗画自成一格
卢以纬研究汉语虚词果木栽培技术发展吴师道著《战国策校注》诉讼制度成熟建宁成为书坊中心苏天
爵撰《元朝名臣事略》赵孟烦绘画主张有古意三大家主宰元初书坛元廷改编侍卫亲军虞集古隶当代第
一设广教总管府管理僧尼事务理学家吴澄“和会朱陆”元人发明火铳奴隶大量增长元平定云南月鲁帖
木儿篡位失败燕铁木儿权倾朝野元顺帝即位新乐器出现唐其势谋变被诛《切韵指南》成书彩釉出现新
品种伯颜请杀五姓汉人朱光卿棒胡起义元代壁画大量出现套印版画出现《百丈清规》修成文学家马祖
常去世元织金技术空前发展脱脱逐伯颜·开始“更化”全真教极盛揭侯斯诗有盛唐齐德之著《外科精
义》教皇使者至上都铜质模具出现脱脱主修辽、宋、金史滑寿作《十四经发挥》高足杯流行回回诗人
萨都剌作《雁门集》荆刘拜杀出现朱碧山铸银工艺高超乔吉精于散曲养蚕十字诀形成藏文历史著作《
红史》开始撰写居庸关过街塔建成张可久为清丽派巨宗元更改钞法舌诊专著出现方国珍起兵割据浙东
元政府聚书朱丹溪创中医滋阴学派琵琶曲《海青拿天鹅》等乐曲出现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建号大宋徐
寿辉起义称帝建天完郭子兴起兵濠州修治黄河欧阳玄著《至正河防记》张士诚大败元军于高邮·进军
江南称王芝麻李等起义朱元璋势力渐强刘福通红巾军攻汴梁郑玉崇朱《回回药方》流行陈友谅称帝建
汉元官田膨胀镔铁传入诸宫调延续官营手工业膨胀黄公望为元四家之冠赵孟烦影响江南画坛明玉珍称
帝建国大夏藏族佛教大师布敦去世《图绘宝鉴》编成《南村辍耕录》刊行元税繁杂江南金银器发达元
廷内讧孛罗帖木儿被杀元修上都宫殿中国丝瓷流行全世界声乐专著《唱论》成书朱元璋北伐戏曲《赵
氏孤儿》写成龙阳子著《修龄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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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仁宗即位整顿国务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海山死于玉德殿，年仅3l岁。
三月，皇太子、武宗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
仁宗即位后，开始推行一系列措施，以整顿国务。
    元从蒙古国开始，就形成较完备的驿站制度，原由各地管民官管理。
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设诸站都统领使司统一管理。
十三年，改设通政院管理全国驿站事务。
二十九年又在四省设立通政院，后撤销。
至大四年（1311年）初，罢通政院。
同年闺七月，仁宗在大都、上都复置通政院，专管蒙古驿站，汉地驿站由兵部管领，延祐七年（1320
年），恢复世祖旧制，全国驿站由通政院掌管。
    皇庆元年（1312年）正月，仁宗开始整顿军府。
蒙古国时实行千户制度，军官分为万户、千户、百户、五十户等。
统一全国后，在各地设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并各有分等，如万户府分上、中、下3等，上等管
军7000人，中等5000人，下等3000人。
世祖以后，承平日久，各军府多不满员。
仁宗为改变军府这种有名无实的状况，规定军不满5000人者，不得置万户府，严格建军标准。
    延祐元年（1314年）十月，元廷在江南地区经理田赋（查实田产，追纳税粮）。
因江南富户、寺观大量侵占官民田产，田亩不清，赋役不均，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仁宗接受中书
省平章政事章闾的建议，派员分赴各地经理。
先张榜示民，限40日内以其家实有田产报于官。
并许知情人举报，查出隐田一律没官，当事人或处罚，或流放。
这次经理由于时间紧，而且官吏与富豪相互勾结，隐占田地，赋役不均的矛盾未能缓解，反而使矛盾
激化，引起许多反抗朝廷的活动，元廷被迫迅速停止经理行动，因经理而增加的赋税，以后也陆续革
除。
    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还为选拔天下可用之材而开科举。
一系列治国之举，使百姓安居，国家绝少战事。
延祐七年（1320年）正月仁宗去世，年仅36岁。
    任仁发画《二马图》    任仁发（1254～1327），字子明，号月山道人，上海松江人，官至浙东道宣尉
副使，是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一生中曾主持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并著有《浙西水利议答录
》10卷。
    任仁发的绘画深受元初“崇唐”文艺思潮的影响，他的工笔人物、花鸟、人马皆得唐人笔意，尤其
擅长画马，他的人马画可与赵孟烦相媲美。
他画马学习了韩斡，画风精细规整，着色明丽秀雅。
他的传世佳作有《出圉围图》卷、《张果见明皇图》卷等。
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二马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画中的马一肥一瘦，是用
来讽谏“肥一己而瘠万民”的贪官，讴歌“瘠一身而肥一国”的廉臣，用图画生动地揭露出了官场中
的黑暗。
    任仁发的《秋水凫骘图》轴的画风精密细致，色彩清艳，在盛行墨笔写意花卉的元代也是一幅少见
的佳作。
    改易“投下"分封制度    延韦占四年（1317年）六月，元廷规定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按旧制。
    蒙元时代蒙古统治者常将土地分封给诸王、公主驸马和其他勋臣贵族。
这些封地或封国元代称为“投下”，而在封地里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则称为“投下户”。
    投下户随着分封制的建立而出现，又随着分封制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分封制始由成吉思汗所创，随着对外战争的不断扩大，分封制逐渐从蒙古本土发展到中原内地。
1236年，太宗窝阔台进行大规模分封，所封民户有数字可考者共计76万多户，占当时北方民户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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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又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对投下户实行“五户丝”制，规定每二户出丝1斤，交给国家；每五户出丝1
斤，交给投下主贵族。
这一制度成为元代投下制度的基本赋税形态。
    忽必烈建元后，推行汉法，投下制度继续存在，只对五户丝制进行改革，改由官府统一征收，投下
主从国库按数领回，赋税额也作了变动，丝料数量增加了一倍。
    元灭南宋后，忽必烈又将江南州郡民户分封给诸王、驸马和勋臣贵族作为食邑，每户交纳中统钞5钱
；成宗时增至2贯（两），称为江南户钞。
交纳户钞的民户190余万，约占当时江南户口总数的1／5。
    由于投下户与普通民户不同，他们既要承担国家规定的各种赋役，又受投下主约束并承担某些特殊
义务。
也有部分属于投下主私属的投下户不列人民籍，可不承担国家差役，故有些农民和地主豪强，为逃避
赋役而投靠某一宗室贵族，充当投下户（投拜户），这也使投下户总数大大增加。
    元代投下户的广泛存在，是元代政治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建岭北行省    皇庆元年（1312年）五月，元廷改和林行中书省为岭北行中书省。
    和林（今蒙古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是蒙古国的都城，忽必烈定都于大都后，漠北地区虽成为元
朝边区，但因其乃蒙古统治者的“根本之地”，所以仍受高度重视。
世祖、成宗时都派宗王坐镇和林。
西北叛王求和后，漠北人口激增，达百万余人。
而且蒙古诸王、贵族的“爱马”（即领民与领地）大多在此地区。
这都要求有相应的行政机构和朝廷重臣加以治理。
武宗海山即位时（1307年），在该地区设和林行中书省。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只改行省名称，即岭北行中书省，建置未变。
和林改为和宁，为行省治所。
    岭北行省在元朝10个行省中地域最大，东至哈刺温山（今大兴安岭），接辽阳行省；西至也儿的石
河，接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南隔大漠与中书省、甘肃行省接界；北至北海（今西伯利亚北部）。
王祯《农书》著成    皇庆二年（1313年），农学家王祯完成《农书》一书。
王祯字伯善，元代东平（今属山东）人，元朝农学家和活宇印刷术的改进者。
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至大德四年1300年）曾任宣州旌德县尹6年，接着调任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
）县尹。
为官期间，他生活朴素，施行德政将自己的薪俸捐出来修建学校，桥梁、道路，教导农民种植树艺，
施医舍药以救贫苦百姓，人们对其评价很高，说他“惠民有为”。
    在他担任旌德县尹时，开始编撰《农书》，调任永丰县尹两年后脱稿。
后来，大约在皇庆二年（1313年）曾作过修改，增加了个别附记和“自序”。
    《农书》正文共计37集370目，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书首“自序”和书后“杂录”是有关印刷术方面的内容，与农业关系不大。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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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默主编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话说中华文明》系列之一，该系列全景式图文并茂的记录了中
国文明历史，与考古密切相联，追寻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灿烂之光，它可称为真正的“纸一博物
馆”，文字、图片彼此相当，将中华文明人类历史上缔造的最光辉绚丽的文明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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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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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