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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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清帝退位·清王朝结束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袁世凯镇压同盟
会·宋教仁遇刺李烈钧讨袁·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威迫国会选举其为大总统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袁世凯筹备帝制梁启超反对帝制·全国瞩目蔡锷出逃·掀起护国战争袁世凯洪宪登基·改国号为“中
华帝国”中华书局成立刘海粟开办绘画教育苏曼殊创作文言小说太虚法师力图复兴佛教谛闲说法·天
台宗名声大振京师图书馆成为国家图书馆康有为提出“大同”思想北洋政府开征印花税、统税和直接
税陈嘉庚捐巨资办学《中华大字典》成为收字最多的字典《新青年》创刊·推动新文化运动范旭东兴
办化学工业赵尔巽等修《清史稿》汉族妇女流行旗袍梅兰芳创古装新戏王瑶卿创新京剧唱腔江南丝竹
迅速发展刘宝全创京韵大鼓茅台酒名扬世界全国兴起反袁运动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愁死国民政府府
院斗争激烈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展开齐白石“衰年变法”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尝试集》蔡元
培改革教育李大钊宣传共产主义北京庆祝一战胜利孙中山著《心理建设》鲁迅发表《狂人日记》邵飘
萍创办《京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改组后迅速发展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五
四运动全面爆发“五四”文学革命全面开展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徐特立倡导并参加赴法勤工俭学
胡适以实用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燕京大学成立周作人倡导美文鸳鸯蝴蝶派全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萌芽
直皖大战·军阀混战开始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成立梁启超整理近代学术文学
研究会成立郭沫若创作的新诗集《女神》出版郁达夫发表《沉沦》竺可桢开创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定
中国气象事业岭南画派形成八千麻袋案发生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向导》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永
安纺织公司建成投产申新纺织公司迅速发展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京汉铁路大罢工曹锟贿选大总统《呐喊
》、《彷徨》出版北京紫禁城发生大火新月社成立欧阳予倩从事话剧事业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
开始黄埔军校建立孙中山创建广东大学冯玉祥发动政变·孙中山北上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逝世
吴有训验证康普顿效应《现代评论》出版·现代评论派形成“五卅”运动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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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当武昌起事获得全国响应时，清王朝注定失败，革命派开始筹建共和国临时政府。
但是，由于南方独立各省在鄂或沪建立政府上争执不休，临时政府迟迟不能建立。
南京光复后，独立各省始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决定暂不选举临时大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设大
元帅暂且代理其职权。
但是在大元帅人选上又争执不下，形成僵局。
时孙中山返回祖国，抵达上海。
1911年12月20日，17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再度召开，决定成立临时政府，以16票的绝对优势选举孙中山
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内。
当晚11时，举行孙中山大总统受任典礼。
孙中山宣读誓词，同时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
宣言毕，即接受大总统印，并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等文件上。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
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改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1912年1月3日，代表团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17票当选。
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又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
军旗，  “请大总统颁令全国各省以为统一”。
    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三权分立的精神建立起来的。
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
总统府秘书长为胡汉民。
掌握政府实权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
同时，各省代表会议改组扩充为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推举同盟会员林森为议长。
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了不少除旧布新的法令。
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一般原则，使
共和国的方案具体化和法律化。
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及其所推行的政策，说明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府。
它的成立结束了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清帝退位·清王朝结束    1912年2月12日，清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清亡。
    2月12日，清廷在各地革命、独立的浪潮中，经袁世凯的压迫，万般无奈地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宣
布退位，授命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同时，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共同拟定清室优待条件，保持其尊号、禁宫，并供给岁用400万两。
    清王朝至此覆亡，中国封建君主制也随之结束。
    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    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
，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后北方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被迫起用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
臣，袁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各地立宪派的拥护，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
他所统率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牢牢地控制着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并南下攻占了汉口、汉阳。
在北洋军的武力威胁下，湖北都督黎元洪及革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主张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
凯，以换取他推翻清王朝，支持共和国。
袁世凯也不断表示他的出山是为了救国拯民，一面命令北洋军停止进攻，一面派唐绍仪为代表南下谈
判。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谈判已经开始，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通过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继续和谈。
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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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
次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誓效忠共和。
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
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借口北方发生兵变和列强干涉，拒绝到南京就职。
    袁世凯刚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催促他南下就职。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附有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俟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
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
程。
孙中山欲使袁世凯脱离北京并以《临时约法》约束之。
而袁绝不离开自己的势力中心，坚持建都北京。
    3月1日晚，京城变兵，大肆劫掠西城。
同日晚，保定亦发生兵变，乱事延续两昼夜，惊扰京保铁路沿线市镇。
2日，天津亦发生兵变，烧杀掳掠京奉、津浦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及造币厂，许多民房
、店铺被焚毁。
北京外交团立即采取措施，各国军队700余名在市区列队示威，日、英、美、法、俄、德等国纷纷从旅
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军入京，总数达3000多人。
同时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顺直咨议局及各政团。
都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
孙中山等人被迫让步，允许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职，并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北方各省的巡抚、总督一律改称都督。
中华民国在形式上接收了北方的统治权，完成了国家统一。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镇压同盟会·宋教仁遇刺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后，依据《临时约法》规定，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
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调整。
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人和官僚所代替。
但是，北京临时政府开始还不是北洋派独占的政府，同盟会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军事
力量。
除总统府由袁世凯直接控制外，唐绍仪内阁阁员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会平分秋色。
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员参加了政府工作。
在北迁后的参议院，同盟会仍占优势。
    袁世凯为了清除革命势力独揽统治权，逼迫主张调和南北矛盾的唐绍仪辞职，换上心腹赵秉钧。
接着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使资产阶级推行政党政治的计
划破产。
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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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默主编的《大动荡大转变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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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