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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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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密折制秘密立储制度建立完善摊丁入地制征青海推行宗族制开始发养廉银《行水金鉴》成书年羹
尧死改土归流运动开展《音韵阐微》改革反切废隆科多民间木雕发达《恰克图条约》签订雍正推广官
话岳钟琪进军青藏年希尧著《视学》曾静投书案发作-文字狱愈演愈烈孔庙体系完成军机处设立清廷大
败噶尔丹颁发《朱批谕旨》达赖喇嘛回藏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继位博山玻璃工艺进入清廷清重习射花
雅二部相争清宫丝织集古代工艺大成直隶试行区田法官修《明史》成书《大清律》编成中国书院极盛
清官学系统完备中国传统民居形制丰富王维德治外科平定楚粤苗瑶之变乾隆木兰秋尔清政府组织编纂
医书《医宗金鉴》户部宝泉局工匠罢工咽噜子盛行温病学派全面发展多熟制普及 清廷赈救黄淮灾区《
授时通考》编成《大清一统志》成为中国地理总志禁止种烟永定河开渠筑坝桐城派鼎盛雍亲王府改为
喇嘛寺旗人中流行子弟书圆明三园建成沈绍安造脱胎漆器商业市镇兴盛《律吕正义》编成莎罗奔叛乱
·金川之役爆发清初大移民《九宫大成谱》编成西藏珠尔默特作乱中国钱庄成熟民间手工业勃兴乾隆
首次南巡制定《西藏善后章程》国家宗教体制形成“花儿”在西北流行马朝柱起义两湖平原大建垸田
卢鲁生伪撰奏稿岳钟琪去世阿睦尔撒纳兵败内附清军攻克伊犁胡中藻诗狱全祖望去世惠栋开吴派汉学
玻璃工艺繁荣清军再定准噶尔乾隆第二次南巡相声形成平定回疆乾隆帝第三次南巡江永去世清家具风
格开始形成维吾尔族清真寺兴盛戴震开皖派汉学金农作漆书刘一明修炼缅甸入侵乾隆第四次南巡乌什
回民起义定巡查与俄国疆界例天算学家明安图去世赵学敏补本草纲目郎世宁入清廷乾隆题诗《棉花图
》在理教出现《闲闲录》殃众沈德潜鼓吹温柔敦厚秧歌·高跷流行于北方土尔扈特回归祖国乌鲁木齐
建城开《四库全书》馆乾隆命编《日下旧闻考》琉璃厂书店街形成清政府删销书籍阿桂收复大小金川
波格尔拜会六世班禅王伦起义珐琅工艺全面发展编列《贰臣传》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控制民间火
器乾隆准备内禅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被诛弋腔衰落乾隆第五次南巡确定乌里雅苏台将军职限承
德外八庙建成班禅进京袁枚倡导性灵钱大听著《廿二史考异》道观进入城市回族清真寺风格形成苏四
十三起义和珅调查国泰贪污案翁方纲倡导肌理说福康安被重用《逆臣传》始编乾隆第六次南巡甘肃回
民起义乾隆登基五十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孔广森建阴阳对转论廓尔喀兴兵侵藏巨型玉雕“《大禹治水图
》玉山”刻成乾隆扩建避暑山庄清策封安南国王徽班进京·各擅胜场清廷建南北大阁藏书四大名绣登
峰造极福康安领兵平定西藏乾隆自庆十大武功洪亮吉论人口颁行金奔巴瓶制度、《钦定西藏章程》英
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纪昀主持编《四库全书总目》赵翼论史湘黔两地苗民起义川楚陕各地白莲教大起
义乾隆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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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立密折制    为了加强皇权，有效地控制文武百官，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二十七日，雍正帝
登基后仅七天，就建立了密折制度。
秘密奏折在康熙年间已经存在，是联系君臣的一种特殊文书，具保密特点。
至雍正当朝，则形成制度化，规定前朝奏折必须缴回，不容抄写、存留、隐匿。
此后多次颁旨，制定有关具体规章。
可以上密折的人员，除科道官外，还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
督、总兵等，以及皇帝的特准人员，如地位较低的知府、同知等。
所言中肯，即命施行，如不适当，则留中不发。
密折几乎全有雍正朱笔批语，称“朱批谕旨”．。
奏折和朱批谕旨是密折制度的主要成分。
密折内容，除陈事外，还可用来举荐。
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
凡上密折的人员，必须履行保密义务，密折经皇帝批阅发给本人看过后必须按期缴还，不得误期或私
藏。
此外，对于密折的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还本人等程序，都有严密规定，不得紊乱。
    密折制的建立，使雍正直接处理庶务，强化了垄断权力；使官员之间互相牵制，不敢妄为，成为推
行政令的工具、控制百官的手段，影响深远。
    秘密立储制度建立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见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
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秘密立储方法。
他将选定的继承人之名亲笔书写后密封，藏于匣内，然后置于乾清官正中由顺治帝亲笔所写的“正大
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测。
群臣对此没有异议，秘密立储制度遂正式确立。
雍正于乾清宫密诏之外，另书内容相同之传位诏书放于圆明园内。
雍正帝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避免了历代皇子为争储位、储君与皇帝争权，
以致储贰骄纵、皇帝身心忧瘁等弊端。
该制度减少了政治混乱，有利于政局稳定。
乾隆帝登基后，认为此法甚好，于是继续实行。
后来的嘉庆、道光都相继采用这个方法立嗣。
除将密诏置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外，亦把内容相同的传位诏书放一小匣内，随身携带，以
防不测。
此后咸丰只有一子，同治、光绪无子，因此，也就无从施行此法。
    从雍正创立秘密立储制度到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的继承来看，这一制度是成功的。
    完善摊丁入地制    清雍正元年（1723），九月，清廷批准了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决定自明年起
在全国实行摊丁入地政策。
摊丁入地，又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是雍正朝开始向全国推行的一项赋役制度的改革，旨
在改变丁税的征收方法，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
康熙朝时，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虽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有一定好处，但并没有解决赋
役不均的问题。
其时摊丁人地制已在四川、广东等地有所萌芽，但由于地主的反对，这一措施未能向全国推广。
现在各地巡抚的反复要求下，雍正帝终于下决心在全国实行摊丁入地的政策。
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自一二钱至七钱不
等。
这种方法使有田者增加赋役，贫者免役，改变了过去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现象。
    “摊丁入地”在全国实施后，立即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浙江、直隶、山西等地都发生了地
主闹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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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或聚集于官府前滋扰喧闹，或转向农民大辐度加租。
但是，由于雍正帝决心已定，不可动摇，在他的坚持下，这项改革得以贯彻到底。
全国范围内的摊丁人地到乾隆后期基本完成，只有山西省的某些州县到光绪时才最后解决。
    征青海    雍正元年（1723）十月，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清廷命年羹尧前往平叛。
罗卜藏丹津，清代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台吉，和硕亲王达什巴图尔之子。
康熙五十三年（1714）袭父位。
康熙五十九年（1720），随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次年胜利后返回青海。
以进藏平乱有功，图谋据守西藏以遥控青海，阴谋受挫后即对清廷怀怨在心，暗中勾结漠西蒙古准噶
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以固始汗嫡孙自居。
雍正元年（1723）夏，公开竖起反清旗帜。
遭到和硕特部亲王察罕丹津等人的反对，遂起内乱。
清廷先派常寿前往劝和，没有结果。
后组织平叛大军，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初，连派年羹尧、岳钟琪、富宁安等分路进兵。
经过周密部署，数月征战，迫使叛军10万余众投降。
次年又取得郭隆寺大捷，罗卜藏丹津改女装逃跑，历时半年的叛乱被平息。
从此，清政府接受了年羹尧提出的善后事宜13条，在西宁派驻大臣，展开屯田，兴办农业。
青海地区局势日益稳定。
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平定伊犁时俘获罗卜藏丹津，获宽宥，并令居京城，不许擅出。
    推行宗族制    雍正二年（1724）二月二日，雍正帝下令刊刻《圣谕广训》，颁发全国。
    《圣谕广训》第二条就表明本书是“笃宗族以昭雍睦”。
他特别强调“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
联”。
他号召宗族兴建祠堂，设立宗族学校，添置族产，纂修谱牒，并以这四件事当作维持宗族制度的要务
。
此书的颁发，采取了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各地定期宣读。
各州府县学，必备此书。
凡童生的入学考试，必须会背诵其中的一条，否则不能入学。
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还下令在宗族设立宗正，负责考察族内人民的行为是否符合封建的道德标
准，表彰贤者，惩治不肖者。
而族正的人选，却要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以此加重宗祠的权力。
后清政府又赋予了祠堂以惩治族人的某种司法权，这样，便通过宗族权力进一步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以维护、稳固清王朝“大一统”的统治局面。
    开始发养廉银    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帝在下令推行“耗羡归公”的同时，还实行了“养廉
银”制度。
    “耗羡”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部分的补贴。
  “耗羡”在归公之前，均由地方官私征私用，实行耗羡归公后，耗羡的征收完全合法，但收入不归
州县官，而属布政司，这就使地方官失去了一条生财之路。
为了防止官吏再对百姓征收额外费用，以致出现新的贪赃枉法行为，雍正帝决定实行“养廉银”制度
，即在正俸之外，从耗羡归公部分提取一些给州县官作为生活补贴及办公费用，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后
，官吏们可以得到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正俸的收入，对减少贪污起到了一定作用。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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