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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在往昔的沧桑岁月中创造、积累起来的文化宝藏，它记录
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我们中传统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博大精深。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也是留给世界的丰厚遗产。
　　文化史的内容非常宽泛，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那样悠久、博大、精深，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
内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把握重点，提高教学质量，这是每位任课教师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经过认真思考和讨论，我们首先在全书宗教、文学史学与艺术、学校教育与科举、科学技术、社会生
活、区域文化与文化采用多媒体手段，以强化效果。
我们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进行了“中国文化史”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该课件在教学过程中可与《中国
传统文化史概论》相配合。
我们希望《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的出版以及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可以为高校中国传统文化史课程的
讲授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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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较早使用铁器和铸铁技术，率先铸刑鼎，较早奖励博学的贤士为大夫。
三家分晋后，魏文侯最早任用贤才，起用李悝实行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是我国成文法的第一次公开。
强调法制是三晋的传统，魏之李悝、吴起、商鞅，赵之慎到，韩之申不害均具法家思想，且皆是法家
思想的实践者，韩国的公子韩非子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倡言法、术、势结合，强化君权。
同时三晋中韩魏又是列国的咽喉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故兵家、纵横家多出于此。
　　三晋文化实为周文化在河东的重要发展，只是更多地吸收了夏、诸戎的文化因素，使之更有生命
力。
战国时期三晋中偏北的赵国与胡人为邻，民风强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游牧民族的骑射之术
为中原民族所掌握。
秦汉以后，三晋文化中的精髓与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共同凝聚整合为华夏文化。
　　（三）秦文化　　秦人的祖先原是黄河下游夷人的一支（也有学者以为是西戎赢姓部落的后裔）
，西周时迁到西部的黄土高原。
周宣王时，其先人因功受封为“西垂大夫”。
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送有功，始封为诸侯，划歧、丰之地作为封地。
歧丰之地原是周的发祥地，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可惜为相对落后的戎狄所占。
秦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与戎狄反复争夺，至秦穆公时（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国势强大，开疆
拓土，于是“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始转强大。
秦地以今陕西关中、汉中为核心，西达甘、青地区，以后又西南包罗巴蜀。
秦文化融周文化、西北诸戎狄的多种文化于一体，注重实用，强调功利。
其地民风古朴，对农垦、攻伐、徕民等关系存亡发展的问题非常重视，不讲究礼乐。
当时人称秦为“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只要有利于国家，秦人就不择手段，没有
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
需要之时，可以打破常规。
以用人为例，突出地反映秦的功利主义色彩。
秦国的用人政策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其一，秦国逐渐建立了一套保证人才得到任用的制度。
自商鞅变法以后，有了明确的军功爵定等级的官僚制度。
对于军功者有相应的经济待遇，使“宗室非有军功者，不得为属籍”。
立军功者则“各以差次名田宅”，同时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秦被认为是“上首功之国”，做到“功赏相长”，所以秦军比其他国家的军队勇敢善战。
其二，秦国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度，旧贵族势力相对薄弱，这为任用才学之士创造了条件。
秦国历来重视任用山东的人才，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重要的良将辅臣如百里奚、商鞅、张仪
、公孙衍、范雎、吕不韦、尉缭、王翦、李斯、蒙恬等几乎均非秦国人，但都为秦所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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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在编撰体例上，按照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的政治体制、哲
学与宗教、文学史学与艺术、学校教育与科举、科学技术、社会生活、区域文化与文化交流七个方面
来勾勒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程，重点突出。
在教学中又尽量采用多媒体手段，以强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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