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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华国粹》

前言

傅璇琮    2001年，泰山出版社编纂、出版一部千万言的大书：《中华名人轶事》。当时我应邀撰一序
言，认为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开发我国丰富史学资源的经验，使学术资料性与普及可读性很好地结
合起来，也可以说是新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有意义的探讨”。我觉得，这也可以用来评估
这部《阅读中华国粹》，作充分肯定。且这部《阅读中华国粹》，种数100种，字数近2000万字，不仅
数量已超过《中华名人轶事》，且囊括古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
的艺术创作风味，确可以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即国粹的经典之作。    国粹者，民族文化之精髓也。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
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国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
源以及技艺发展轨迹，这些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就直接使用了
“国粹”这一概念，其观点在于“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当时
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写道：“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
也。”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里，也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问题。   
1905年《国粹学报》在上海的创刊第一次将“国粹”的概念带入了大众的视野。当时国粹派的主要代
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为应对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他
们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
，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
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中华民族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复兴，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随着经
济的发展强大，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学已是社会和学界关注的
热学。特别是当前新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更有大的发展，我们就更有需要全面梳理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华，加以宣扬和传播，以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予以重新认知和用心守护。    因此
，这套图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我觉得，这套书有四大特色：    第一，这套书是在当下信息时代的大
背景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重视学术资料性，约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煌煌百种全面系统阐释中华国粹。同时，每一种书都有深入探索，在“历史——文化”的综合视野下
，又对各时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作具体探讨。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国粹经典、普及中华文明
的读物，又是一部兼具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中华文化典藏之作，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这当能
使我们现代年轻一代，认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感受中华国粹之独特魅力，进而弘扬中华文化，激
发爱国主义热情。    第二，注意对文化作历史性的线索梳理，探索不同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又沟通
古今，着重联系现实，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与观念。
其中不少书，历史记述，多从先秦两汉开始，直至20世纪，这确为古为今用提供值得思索的文本，可
以说是通过对各项国粹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规律，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发展策略。    第
三，既有历史发展梳理，又注意地域文化研索。这套书，好多种都具体描述地方特色，如《木雕》一
书，既统述木雕艺术的发展历程(自商周至明清)，又分列江浙地区、闽台地区、广东地区，及徽州、
湘南、山东曲阜、云南剑川，以及少数民族的木雕艺术特色。又如《饮食文化》，分述中国八大菜系
，即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记述中注意与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相结合
，确能引起人们的乡思之情。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由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
和融汇而成。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展示地区文化
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同时，不少书还探讨好几种国粹品种对国外的影响，
这也很值得注意。中华文明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已经形成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形象，现
在这套书所述，对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十分吸引人的佳例。    第四，这套书，每一本都配有图，可以说
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特别是在品赏山水、田园，及领略各种戏曲、
说唱等艺术品种时，真是“使笔如画”，使读者徜徉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境地，阅读者当会一身轻松，
得到知识增进、审美真切的愉悦。    时代呼唤文化，文化凝聚力量。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
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建设。我们当遵照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大力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希望这
套国粹经典阐释，不仅促进青少年阅读，同时还能服务于当前文化的开启奋进新程。铸就辉煌前景。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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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节日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可谓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极富趣味，地域特征鲜明。各类传
统节日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玉娇编著的《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传统节
日》介绍了春节、元宵节、春龙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八个中国民间传统
节日。《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传统节日》可以说是图文并茂，极有吸引力。同时文字流畅，饶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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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关于春联的来源    战国时代的一本著作里记载有这样一个神话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鬼蜮
，当中有一座山，山上有一棵蟠曲3000里的大桃树，上面结满了鲜美可口的大仙桃，树下青石屋内住
着两兄弟：哥哥叫神荼，弟弟叫郁垒。兄弟俩靠吃野桃生活，对桃林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它百般呵护
，精心照顾，经他们的辛勤劳作，桃子结得又多又大，格外香甜。人们都说它们是仙桃，吃了能延年
益寿，成仙成佛。大桃树的东北面有座鬼门，世间所有的鬼都必须从那儿出入。天帝怕鬼怪下到人间
为恶，就派了他们两个在鬼门口把守。碰上恶鬼就用苇绳捆起来喂老虎。这弟兄俩守门尽职尽责，专
门惩治害人的鬼怪，所以任何恶鬼都怕他们。后来，兄弟俩上了天庭，成了专门惩治恶鬼的神仙，成
为人们心中正义和勇猛的化身。传说他们种的桃林能驱鬼避邪，因此，以后每逢过年，老百姓就用桃
木制成板块，画上神茶、郁垒的像，或是写上他俩的名字，挂在家门两边。借他们的威风来驱灾避邪
，保佑家人健康平安。神荼、郁垒也就成了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的门神。    这种用桃木制作的木块就
是最初的“桃符”，所以春联也叫“桃符”。北宋王安石有《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和喜儿在新年到来之际
贴门神的一段唱词：“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
不来”，说的就是门神守户拒鬼的意思。而桃符改称“春联”则是明代的事情了。    二、关于春节的
来历    也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有个叫“祟”的小妖怪，他身黑手白，面目狰狞，长得十分可怕，
每逢年三十夜里就蹿出来，专门吓唬小孩，触摸睡熟的小孩脑门。凡经“祟”摸过脑门的小孩就要发
高烧，待退烧过后，就变得呆头呆脑。人们都怕它伤害自家的孩子，就整夜点灯不睡觉，谓之“守祟
”。据说当时嘉兴府有户姓管的人家，老来得子，十分疼爱。年三十晚上，老爷子一直陪着孩子在床
上玩铜钱，夜深了，玩着玩着不留神就睡着了，结果用红纸包的8块铜钱，就撒落在枕头一边。半夜
时分，小妖怪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正要对小孩下毒手，突然枕头边进出了一道金光，“祟”尖叫着
逃了出去。这件事后来传开了，于是大家纷纷效仿，在大年三十夜里就用红纸包上钱放在孩子的枕头
边上，果然“祟”就再没有来侵扰孩子。因而，人们把这叫做“压祟钱”。“祟”、“岁”同音，天
长日久，就把“压祟钱”称为“压岁钱”。    压岁钱不能直愣愣地送，而要很讲究地装在一个红包中
，或者用一块红纸包着。红包里的钱，只是要让孩子们开心，其主要意义是在红纸，因为它象征好运
和吉祥。因此，在分派红包的长辈面前打开红包是不礼貌的做法。    货币改为钞票后，家长们喜欢选
用号码相联的新钞票赐给孩子们，因为“联”与“连”谐音，预示着后代“连连发财”、“连连高升
”。    知识小百科    春联用纸是大红色的，而庙宇则用黄色的，守制(孝服未满)之家用蓝色的，清代宫
廷的春联用纸是白色的，蓝边包于外，红边镶于内，这是由于满族尚白之故。    五、倒贴福字    这个
风俗习惯在民间有这么一则传说：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在京城街头微服私访，来到一个集市上，见不
少人正围在一幅年画前议论纷纷。仔细一看，只见年画上画着一个没有缠足的赤脚女人，她的怀里抱
着一个大西瓜。朱元璋看后，心中恼怒，在他看来，年画背后的意思是“淮(怀抱)西(西瓜)妇人好大
脚”，耻笑淮西妇女不裹脚，脚大。由于马皇后正是大脚淮西女人，所以朱元璋认定这些人是在嘲笑
自己的皇后。于是，回到宫中后，他立刻派人前去查问，并记下这些人的住处和姓名，并且让人在没
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家大门上面，贴上一个大大的“福”字。然后，就下令去捉拿大门上面没有贴“福
”字的人问斩。    好心善良的马皇后听说明太祖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心中焦急万分，为了消除这
场灾祸，避免百姓遭受无妄之灾，她悄悄命人传令全城，必须在天亮之前在自家的门上贴上一个“福
”字。但其中有一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第二天，皇帝派人上街拿人，见家家户户都
贴了“福”字，无从辨识，只是一户人家把“福”字贴倒了⋯⋯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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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沉淀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美妙传说、独特情趣
和深厚广泛的民众基础。传统节日习俗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
个民族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憧憬，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徐玉娇编著的《青少年应该知
道的传统节日》介绍了春节、元宵节、春龙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八个中
国民间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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