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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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盛世再现/话说中华文明>>

书籍目录

石刻线画繁荣明廷对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科举制度鼎盛丘溶著《大学衍义补》改开中盐法为纳
银刘大夏治黄河定国子监生历事期太监李广获罪自杀发令禁止豪强侵夺民利科举会试发生漏题疑案·
程敏政下狱《寓圃杂记》刊行《本草集要》编成更定刑部条例眼科著作《银海精微》流传修建大同外
边境范吉献《神机制胜书》取消织造宦官严申禁止谶纬妖书重新设置起居注李梦阳因指斥外戚入狱正
德帝即位荒淫无度刘瑾当权批奏章刘瑾设立内行厂刘瑾伏诛杨虎、刘六起义安化王谋反失败弋阳腔流
行全国茶陵诗派主导诗坛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吴中三家书法成就卓然王守仁龙场大悟祝允明的草书艺
术吴伟领导江夏派海外贸易开拓宫廷教育形成书院再次勃兴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创建领导吴
门画派明官学体系严密外四家兵入京师开设皇店·商税纳入皇帝私囊正德帝迎活佛《草木子》刊行湛
若水发展江门之学明文人评画兴盛东西官厅设立乾清官发生火灾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正德帝微服出游
宁王朱宸濠谋反失败唐寅绘画自成一格正德帝朱厚照死于“豹房”常州松江大风潮发生“争贡之役”
大礼之争议发生李福达之狱起王守仁著《大学问》补筑杨一清时所修长城王守仁去世颁行《明伦大典
》陈铎号称乐王前七子复古等韵学昌盛飞云楼显示明代木构楼阁特色《高山流水》发展成熟明长城修
建·长城体系完成唐宋派兴起丹溪学派昌大朱氏三松开嘉定竹雕编审徭役·实行一条鞭法大同等地兵
变市舶司移于壕镜澳明廷整饬茶马法大毁佛骨佛像营建神御阁·改名皇史宸烟草进入中国明经厂定型
孔府档案开始建立理学名臣湛若水致仕《宁夏新志》刻行农耕出现新技术《装潢志》总结装裱技术水
陆画形成岳麓书院成名花鼓表演遍及中原中国版画进入繁荣时期·版画各流派出现杨爵下狱俺答屡次
入侵严嵩大权独揽宫女杨金英等谋缢明世宗王廷相被削籍九边防卫陶仲文升官有术增补《后湖志》名
将曾铣被杀藏书家辈出朱纨抗倭招祸自杀昆山腔兴起严嵩误国造成庚戍之变魏良辅度新声仇英精研画
技高消费之风盛行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艮开泰州学派明天文学退步王廷相提倡元气论明
式家具形成舞台艺术全面繁荣李开先作《宝剑记》“白阳青藤”将写意花乌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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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石刻线画繁荣    明代手工业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
石刻、拓印技艺也随着手工业技术的提高而向更高水平发展。
此外，明代戏曲、小说等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雕刻版画艺术空前发达，从而也促进了石刻线画艺术
的横向发展，拓宽了固有题材范围，增多了体裁形式，使石刻线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明代石刻线画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题材。
    道释人物画刻石。
道释人物题材的石刻线画发展到明代，无论是题材内容，绘制形式，都较以前精细而出新。
    如以“西方极乐世界”为题材的壁画，盛行于唐代，但在明代以前未见有石刻拓本。
现在陕西省发现一明天顺六年（1462）绘制的《西方极乐世界图》碑。
此碑500多年来还未曾拓印，碑石洁净，线纹清晰，绘制俱精。
各种人物近200种之多，个个都眉目清楚，动作栩栩如生。
更有趣的是，画师还增绘一部分儿童划龙舟的生动场面，在佛经绘画上加以民俗的内容，为石刻绘画
增添了新趣。
明代，石刻线画描绘三教人物也多了起来，如《钟馗图》为石刻线画中最初出现“钟馗”题材之作品
。
《圣迹图》和《孟氏祖庭图》原石分别见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和邹县孟庙中，两图都是连环画，是我国
早期长篇传记形式的石刻连环画之创始。
    以线描技艺体现中国人物画的优良传统，要推周万书画的《玄天上帝图》最有代表性，图写玄武真
人背风面南而立，神态潇潇，气宇轩昂，衣纹钩画，更见笔力功夫。
    墓室里的传奇戏曲。
明代石棺多出土于河南北部，而原阳县夹滩旧村出土的石棺最具独特风貌。
棺前档刻一“灵堂”，堂前有孝女捧祭品，孝子跪祭之线画。
石棺上的石刻线画，已由飞天升仙或西方接引而逐渐与世俗生活相接近。
绘刻的人物和环境气氛渐由森然幽暗而转变为生动明快，宛如民间风俗画了。
    古刹、制盐和黄河图说。
描绘寺庙建筑的石刻线画，有《荐福寺堂图》。
图中小雁塔15层，是未遭地震破坏前之实景，描写劳苦大众生产生活的有《河东盐池图》，全图描绘
了昔日手工制盐之苦，也是研究盐业史的重要形象资料。
描绘山河地貌的有《黄河图说》，图中将自古以来黄河泛滥受灾最严重的河南、山东一带山岭河川、
城郭州县等，简明地绘图标出，对于研究黄河变迁、治理方法和水利，都有参考价值。
    天籁阁藏画选刻上石。
晚明时，嘉兴人项元汴建“元籍阁”，广聚古今名人书画。
同郡人周履靖将项氏家藏绘画中之神品摹勒上石外，又旁搜博采，费时20年，凡诸家珍藏上自唐阎立
本、下至元王若水之作，皆选珉石镌刻之，名日《绘林》。
可惜未见流传。
    明廷对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我国的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乌斯藏（即西藏）
，居住着苗、瑶、彝、傣、藏等民族，是明代边疆开发与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这个地区与东北、西北一样，自古就是中国的边障。
从元代开始，在西南建立了土司制度，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领袖为土官土吏，俱由中央授以爵职，服从
中央政府的领导，并向中央纳贡。
这可以说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种形式。
明王朝建立以后，在沿袭元代旧制的基础上，对土司制度进行了充实和改革。
主要有：首先，专门设立土司的官署和官职。
其名目有宣慰司、宣抚司、招抚司、安抚司、长官司，以及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
这些土司的官员，大多是各族大小首领世袭，但必须由中央政府任命批准，并发给委任状和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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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土司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中央政府除了征收土贡之外，还加征其赋税。
而土司除有守御地方之责外，还要随时听从中央政府的调遣，接受地方行政长官的节制。
    这些土官因为是世袭的，他们的割据性特别强，常常因争夺财产和土地而互相仇杀火并，反抗明朝
政府。
明政府在平定这些战乱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就裁撤土司，改设可以调任的“流官”，这种办法称为
“改土归流”。
    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思南、思州发生相互火并，明政府派兵平息，分其地为八府四川，设贵州
布政使司，同时，对土官制度予以革新，“府以下参用土官”，实行“流土合治”。
进而由“流土合治”而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权归流官，推行与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
这是明政府边区政治体制的一次大变革。
明统治者实行“改土归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对边区的直接统治。
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边区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转变，起到一种催化剂的
作用。
在明代，“改土归流”较大规模的只有两次。
    但是，明朝政府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因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反抗，不断出现反复。
明弘治八年（1495）“改马湖府为流官知府”，但以后迫于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捣乱，重又任用土官
。
嘉靖三年（1524）马湖府两次归流，但结果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使得明
政府只好改任土官为知府，恢复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不仅面向贵州、云南、四川，还推广于湖南、湖北以及广西等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改土归流”政策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则是在清朝时期。
    科举制度鼎盛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朝，形成于唐朝，盛行于明朝，持续至清末，在中国存在了1300
多年。
它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
    明朝立国之初，即注意搜罗和培养人才，一面开科取士，一面又重视设立学校，太学为明初培养了
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吏。
然而不到几十年，明宣宗以后科举及第升官机遇以绝对优势压倒太学，这是科举制度在明朝达到鼎盛
的一个表现。
从表面看，似乎学校与科举并重，或学校与科举融为一体，但实际应科举的人多在家读书，并不进学
校，使学校有名无实。
即使学校认真教育，其目标及内容都与科举有直接关系，学校实际上变成科举的预备场所，成为科举
的附庸。
    科举制度在明朝达到鼎盛的另一个表现是非科举不得做官。
    从明中叶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进士一选庶吉士，就被视为未来之宰相。
所以在明代，入学中举，考中进士，谋得高官厚禄，已深人士人之心，大大超过唐宋两代，一直延续
到清末。
    明代科举制度鼎盛的又一个表现是开始盛行以八股文取士。
八股文取士产生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人手、起股、
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八股文这一特殊文体对明、清400余年的教育与学风有极大影响。
    科举制度自隋创以来，经过唐宋之发展，至明代达到鼎盛，并且定型。
明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的程序分为地方考试、省级考试和中央考试，从此
至清末成为定制。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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