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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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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朱元璋称帝建明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日，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即
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立马氏为皇后，朱标为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
，设官分职，封赏文武百官，开始了明王朝的统治。
 同年闰七月，徐达率大军沿运河北上，下长芦，克青州，通州，元将也先自海口逃跑，二十八日，元
顺帝携后妃、太子由居庸关北逃上都。
八月二日，徐达师人大都。
从1271年元世祖建国号以来统治中国98年之久的元朝，至此结束。
 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之后，即着手肃清政治，整顿吏治，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举措。
于洪武元年（1368）八月，中书省奏定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设尚书（正三品）、侍郎
（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主事（正七品）。
并在奉天殿召见六部官，规定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
积极劝课农桑，招贤纳士，明帝国初步建立并逐渐发展起来。
 朱元璋一方面整饬吏治，发展恢复经济，一方面继续完成全国的统一。
元朝灭亡后，各地割据政权还继续散存，朱元璋虽然握有河南、江浙和闽广，但统一全国的任务还十
分艰巨：秦晋尚待平定，四川有夏明异盘踞，云南为元梁王控制，东北有元丞相纳哈出拥兵驻金山，
逃奔上都的元顺帝仍然保存着系统的政治机构和相当的军事力量。
朱元璋采取了先西北，再西南，后东北的作战策略。
 洪武元年（1368）八月西征山西，败元将扩廓帖木儿，次年二月，攻打陕西，建西安府。
洪武四年（1371）正月，兵分两路进取四川，败夏明舁。
洪武十五年（1382坪定云南。
二十年（1387）进军东北，征服纳哈出，二十一年（1388）四月，蓝玉袭破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的精
兵十多万人，从此，东北全境也纳入了明朝的版图。
朱元璋称帝后，费时二十余年，终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
 大明帝国的建立，‘是朱元璋统一战争的结果，是统一战胜割据与分裂的产物，也是华夏文明的重建
与发展。
 马氏受封皇后 洪武元年（1368）正月四日，朱元璋建明，立妃马氏为皇后。
 马氏（1332～1382），宿州（安徽宿县）人。
父母早亡，寄郭子兴为养女。
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部下为兵，子兴奇其才能，即以马氏许配元璋。
从此，马氏竭尽妇道，以元璋喜忧为喜忧，且常率将士妻妾随夫出征，受尽了坎坷急迫之苦。
 册封后，尽管贵为皇后，仍以常人处之，谦虚谨慎。
暇时常令女史讲求古训，习前朝贤后家法；厚待妃嫔宫人。
对入朝命妇，亦以家人礼相见。
因为与元璋共过患难，深知其易怒的脾性，每当元璋前殿决事震怒而还，便不失时机地予以规劝。
马氏出身贫贱，平时生活俭朴，常教诸王、公主知蚕桑之艰难。
她关心民间疾苦，每遇旱灾、水灾，马氏都要率宫人蔬食祈祷，设麦饭野羹，且劝朱元璋及时赈济。
还关心监生家室痛痒，建议朝廷给监生家发放粮食等等。
洪武十五年，马氏的病情日渐严重，担心医生因治不好病而被开罪，连药也不肯吃。
在临终前，她对朱元璋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
”同年八月十日死，年五十一岁。
朱元璋为之痛心疾首，决心不再另立皇后。
九月葬孝陵，谥孝慈皇后。
 自幼失去父母寄为养女的马氏，从夫人到皇后，宽厚仁慈、爱国爱民，随着朱元璋地位的变化，日渐
荣耀，终于成为明代女流第一人。
 朱元璋建立卫所制 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太祖采纳刘基“立军卫法”的建议，正式创立卫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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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所的设置，根据地理形势和军事冲缓而定。
一般来说，系一郡的设所，连郡的设卫。
一卫统十千户，一户统十百户，百户领二总旗，总旗领五小旗，小旗领军十人。
从洪武三年起，又设杭州、江西、燕山、青州、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八都卫及西安行都卫等。
洪武七年（1374）八月，重定兵卫之政，大率以5600人为一卫，而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所领
军士数额相同（千户所1120人，百户所112人）。
在若干卫所之上设都指挥使司（初称为都卫，洪武八年改称都司），长官是都指挥使。
从卫指挥使到百户等军官，都是世袭的，称“世官”。
其死亡，老病或年龄达60岁的，均以后代亲属继承代替；没有后代，以其旁系亲属继承。
都司、卫所皆隶属于大都府。
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京师及各地的都司、卫所，分隶其下，
而上12卫亲军归朝廷掌管。
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全国有军队约120万人。
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卫所，计有17个都司，1个留守司，329个卫，65个守卫千户所。
全国共有180余万军队。
兵士的来源一是“从征”，即原来朱元璋所指挥的部队；二是“归附”，即元朝和各割据势力降附的
军士；三是“谪发”，即因犯罪被罚当兵的军士；四是“垛集”，即按人口比例从平民中征集的军士
。
凡充作军士的，其家称军户，世袭军籍。
 屯田是明朝军队的重要职能。
明代军屯规模巨大，制度完备，完全按照卫所编制单位进行。
军屯成绩的好坏，也是考核卫所官军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明代的军屯，其规模制度、实施等方面都
达到中国军屯史上的高峰。
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89-3万多顷，占全国耕地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朱元璋曾说他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卫所兵制以及相应制定的军户世袭制和军士屯田制，三位一体，对明前期“寓兵于农，强兵足食”起
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明后期军丁、屯地、屯粮比例的严重失调，卫所制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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