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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化元典产生、发展的历程，认为其间含蕴着一种道德之善与精神
之美，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都具有匡时救世的意义。而在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活跃，
百家争鸣，诸子竞相创新，形成浪潮。儒、道、墨、法、阴阳五大派相互批判，又逐渐
融合，*终结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即文化元典精神。悠久的中华文明便是在这些元典精
神的承传支撑下，与时俱进，吐故纳新，逐渐地发展起来的。  

内容简介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
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
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
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
，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
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
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
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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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总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
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
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烙印。 历史的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 先秦礼乐文化的嬗变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
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



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在政治上虽然是殷的一路诸侯，但由于地域
辽远，关山阻隔，生存条件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思想。《诗经�大雅》中的一些
诗篇记录了周人发展的历史，如《生民》、《绵》、《公刘》、《皇矣》、《大明》等
，从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到武王伐纣，全面地描写了周人的发展史。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
周人的尊祖、重民、勤劳与勇于革新的精神。这些精神使周人得以持续发展，日益强大
，威望日高，并最终推翻腐败的殷纣王的统治，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周。这个新王朝
的建立，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政治和新的文化精神，不仅得到当时百姓的拥护，也深得后
世学者的赞扬，特别是儒家学者更是对其赞美有加，一直以之作为驱除暴君、实行王道
的典型，并赞之为“革命”，意为实施变革顺应天命。灭纣的行动既然上应天命、下合
人意，周文王与周武王也因此被列入圣王的行列。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这样的“革命”反复多次发生过。随着革命的完成，文化上也会
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因为革命者或征服者总是要把自己的文化或多或少地带进失败者原
有的文化中，与之融合，或使旧文化呈现一些新面貌，或喧宾夺主地使征服者的文化占
领统治地位。但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对原有文化的继承都是不可避兔的，即使是天才，
也不可能抛开整个国家民族的传统，而独自创造一种文化。就连我们说的话、想的问题
、做的事情，都与祖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后人的生活与前人的生活之间存在着
一个实在的历史延续。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实。所以，新朝代的胜者在根据时代的需要
建树其新文化时，都离不开前朝的文化典籍，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很重视传统的国家更是
如此。
先秦时代的春秋以前，由于奴隶主国家的统治比较稳固，学在官府，王官文化统治着一
切，没有学者独立思考的余地。从春秋时代开始到战国末年，这五百多年间，由于东周
王朝的衰落，学术得以下移，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这时，学派林立，著述
自由，智慧之光照亮了沉沉大地，具有经典价值的著作相继涌现，出现了一个文化元典
创立的时代。此后的三千多年间，由于汉王朝儒家专制地位的确立，极少出现新的文化
元典，学者多是在阐释先秦这些元典的过程中来完成新文化的建树。这样做自然有利有
弊。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有一段话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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