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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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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北方圣地    之所以要单独划出北方圣地与南方圣地，是因为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和南方
的道观在形式上有一定的差别，北方地区由于比较干旱，所以植被覆盖率较之湿润多雨的南方要低一
些，所以，大部分的道观看上去是比较“光秃秃”的，建筑与自然看上去不是结合得很好，具有北方
独特的粗犷风格，这是应引起注意的一点。    一、吉林玉皇阁    玉皇阁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
在北山的最高处。创建于清朝乾隆年问。    玉皇阁为依山而建的两进院落建筑，包括大门、朵云殿、
老郎殿、胡仙堂等。其中祖师庙最为特别，殿中供奉着儒教、佛教和道教的祖师神像，体现了玉皇阁
三教合一的主题。除此之外，玉皇阁还有一处供奉唐明皇的建筑，你猜这是为什么，因为。玉皇阁的
创建者是清朝的一位戏剧表演者，而唐明皇是“梨园鼻祖”呀。    朵云殿为主殿，共2层，一层殿中供
奉玉皇大帝的铜像，两侧分立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神像。此外还有太白金星、财神比干、地藏王菩萨、
道明和尚和闵公长者等的塑像陪祀。二层供奉云霄娘娘、琼霄娘娘和碧霞元君3位女神像。在她们的
两侧，还分别供奉着痘疹娘娘、眼光娘娘、天花娘娘、子孙娘娘、送子娘娘、胎气娘娘、乳娃娘娘等
，主要为女性信众提供服务。    作为吉林省最为著名的道观，许多名人都有墨迹题刻，如徐世昌的“
泰华西莱云似盖，大江东去浪淘沙”的对联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情况。还有建造者宽真大师亲手种植
的柏树，已经有几百年的树龄。    玉皇阁是比较“年轻”的一处道教宫观，反映了道教在东北地区的
发展情况。    二、辽宁太清宫    又名“太清丛林”，东北地区道教圣地，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一所
平地建筑，就建在沈阳市区西部的顺城街。创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初名“三
教堂”，后来遭水灾，被淹没，之后又重修，改名“太清宫”。    现存主要的建筑有“灵官殿”、“
关帝殿”、“老君殿”、“玉皇殿”、“三官殿”、“吕祖楼”、“郭祖殿”、“邱祖楼”等。都是
中国传统的道教建筑。其正门设有“太清丛林”大匾．是东北地区道教中心。现在辽宁省道教协会便
设立于此。    三、辽宁北镇庙    北镇庙，是古代祭祀“北镇”——闾山的山神庙，位于辽宁省北镇市
市区和闾山之间的山岗上．是辽西走廊上一处重要的道观。    闾山风景秀丽。和长白山、千山一起并
称为“东北三大名山”。闾山石景特别出名，因为造型奇特历来受到重视。    北镇庙是幸存下来的五
座山神庙中的一座，有山门、神马门、钟楼、鼓楼、御香殿、正殿、更衣殿、内香殿、寝殿等建筑。
其中正殿是主体建筑。但并没有道教神仙供奉，殿内墙壁上画了32位人物，当然也蔚为壮观，这32个
人物都是东汉时期的，据说他们是帮助东汉光武帝打下天下的功臣，被称作“三十二星宿”。    闾山
因为是以石闻名，所以石头是这里的主角，号称“间山第一石”的望海峰绝顶。飞腾突兀、令人称奇
。还有“补天石”，传说是当年女娲炼过、从天上掉下来的。    除此之外，北镇庙还保存有众多石碑
，有祭山、封山碑10多块，祭祀、修庙碑10多块，还有其他的题诗、祷告、重修碑，总共56通，可是
说是一处碑林了。所以北镇庙俗称“碑子庙”。    四、辽宁无量观    又称“无梁观”。位于辽宁千山
北沟，是一座山地建筑。清康熙年问建造。无量观为单檐硬山式建筑，分上下院，今只存上院，即现
在的无量观。    无量观内有很多陈设值得一提。“三官塑像”是镇观之宝，“三官”是道教神仙人物
，分别是上元赐福天关尧、中元赦罪地官舜、下元解厄水官禹，也就是尧、舜、禹了。而在三官塑像
东侧便是八仙过海群像，三官塑像西侧则为瑶池金母塑像，在其余的墙壁上绘满尧王仿舜、禹王治水
的画面。    无量观建于山间，附近的陪衬有很多，著名者如“西阁”，依山势而建，精巧构思，与周
围环境融合得很好。    无量观内外还有诸多道教建筑，如观音殿、老君殿、大仙堂、玲珑塔、葛公塔
、聚仙台等。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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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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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华国粹》丛书囊括占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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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傅璇琮编著
的《青少年应该知道的道教圣地》介绍了道教圣地、圣地构造、膜拜圣地、圣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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