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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讨论中国文化儒、释、道三系如何在元明两朝政府经略云南的综合工程中，发
挥其重要而独特的历史作用，上篇重点关注以佛教禅宗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如何配合元朝
政府在云南首度建立行省之后，通过融合南诏、大理以来土著阿叱力教，在云南成功确
立起以中原教化形式为主流的教化传统，下篇着重讨论明代在前期治滇基础上，全面推
行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原教化传统，并最终成功确立对中国文化的精神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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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绪论作为软实力的中国教化传统对疆域拓展的贡献
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最重要的在于文化认同。近年有学者提出“文化中国”就是要倡导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经历几个重要的历史发
展阶段：这就是由春秋战国以前的华夏族到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民族，以及今天的多元一
体的中华民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其生存地域也随之扩大。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也曾历经坎坷，其主体民族多次被游牧民族征服
，典型者例如元、清。中华民族的统一历史也曾数次中断，由统一转向分裂。但却并未
在分裂中解体，而是在每次分裂之后迎来一次更为波澜壮阔的统一，中华民族正是通过
这种累次并购重组的形式不断壮大。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一个奇迹。那么创造这一历
史奇迹的主要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构造中去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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