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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略》

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要略》的作者本来是学中国文学而后研究唐诗的，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起了作用，后来竟
对各种名胜古迹发生了兴趣，从80年代以后就转而侍弄起博大精深、浩瀚如海的中国文化来，并且在
我任职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给外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概况”选修课。这么一来，我一上
阵就背上了两大先不足：一是对属于文化的核心部分——哲学思想不甚了了，二是对自然科学部分一
窍不通。所以在那时的专题里就有意地回避了这两个问题。也许是那时的人们与“文化”的隔膜为时
太久的缘故，尽管自己才疏学浅，于文化一知半解，但因为吸纳了一些新的资料和观点，居然在课堂
上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每次听课学生数量竟以百计。
《中国文化要略》无论从篇幅到内容都作了较大的变动，专题内容也做了较大的调整，有的部分还作
了析的补充，目的是让它能更全面、简洁地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并适合广大的青年读者使用。
最突出的是增加了“学术”、“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三个富有成就感和代表性的专题。     点击
链接进入新版：  中国文化要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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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裕祯，男，1939年生，山西省太谷县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被教育部选 
为“出国储备汉语师资”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法语三年，随后即往老挝解放区老中友谊学校教授汉
语。回国后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务院科教组和教育部工作，1981年重返讲坛，后奉派往意大利那不
勒斯东方大学任教两年。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院长，兼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国际
汉语教学信息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中国名胜古迹辞典》（与李顺兴等合著
）《中国名胜楹联大观》《中国文化揽萃》《中国文化要略》、古体诗集《酎泉集》等，主编《中国
学术通览》，合编《华夏文化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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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略》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简论
第二章 地理概况
第三章 历史发展
第四章 姓氏与名、字、号
第五章 汉字
第六章 学术思想
第七章 宗教信仰
第八章 古代教育
第九章 科举制度
第十章 典籍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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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略》

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者以简洁的笔触，深入浅出地勾画出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
展脉络。《中国文化要略》既可作为大学公共课的教材，也是一部提高文化素养的简明读本。

Page 5



《中国文化要略》

精彩短评

1、写的挺有趣的,尤其觉得上古神话，和道家三圣那里非常有意思。不过一些文化是不是准确，还值
得去考究呢。
2、内容挺丰富的，条理性也挺好。
3、好多对于中国文化的新知识都来自这本书，我果然很无知啊（捂脸）。
4、在师大东门对面的书店里闲逛，买了各种。遇到一个北大毕业的研究生，于是闲聊了会，她推荐
我看这本书。于是就啃了。确实如她所荐，这本书的横向分析比较广泛。
5、虽然很多东西都没往开讲，但是信息量已经很大了。知识性内容较多，但是比较浅。
6、初读时狐疑，这书值得我花十几两银子吗？读到后面感慨银子花得值。书的内容包罗万象，重要
的是列出了很多文化点的发展史。是对个人历史知识的一切大起底的归纳总结并查遗补漏。书后附录
一些八卦，比如河东裴氏的发家没落经过。
7、上课需要用的书。涉猎的内容多。因为是“要略”所以就没有多深
8、偶读。中国，文化，要略。
9、详细的概括 为了考试读的T.T 真心看不出考点在哪里
10、深了点，对于外汉来说
11、都快忘干净了，有时间温习一下
12、折磨了我一个学期，最后几乎没考，哎~~~
13、有点枯燥。。权威性有待考证。也没个出处什么的。。
14、如果有六星就给六星了，虽说当时是为了备考买的但是真的好喜欢啊，整整三本笔记，书都翻成
那奶奶样了，于是我又买了新版的。
15、非常好的一本书，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感到骄傲。必须珍藏之
16、于大四。真的是要略啊= =
17、通过这本书给自己补补中国传统的课。
18、于大四。以类目为纲，时代为序，史例翔实，但缺乏整体视野，不是我的菜。
19、要了我的老命
20、这是我考研的时候，为了考试给自己找的书。虽说是教科书的性质，但是上面一点都不枯燥。真
的很能学到很多东西。自己认真做了笔记，在网上也下了别人的笔记。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在对外汉
语家教的时候也帮我很多。很赞这本书。
21、精简，全面，当初为了考对外汉语教师证的时候买的，结果那个考试了，一改经年取消了⋯⋯
22、这本书很好看，越看越好看。。。。。
23、内容较为浅显，看看梳理一下还可以的
24、同为一本浅显入门级的文化常识书。论点较少，历史性知识较多。
25、快餐
26、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些书，这本书的知识一点也不比小时候看的书多和深，就当是复习了，而且内
容的权威性有待考证。
27、说实话有的还挺有意思的，穿插的小故事是最爱，哈哈
28、因为有人推荐 作为公务员攻略去看的
29、好书一本
30、我常跟我妈咪说，把这个记住，你就大胆去跟余秋雨较高下。
31、哲学 文学 中国哲学
32、这本书也没什么好说，学外汉的人应该都读过
33、此书貌似有交通大学的老师的网络视频
34、当年准备考对外汉语教师买来的参考书，后来不考，也就没看了，现在才翻着看完。
35、随意翻
36、说文化方面的，各有千秋。
37、必修课
38、有點淺，前輩加一星
39、天天啃呢~也不知道人家考不考=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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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略》

40、虽说是教科书，可是对自己常识的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41、对外汉语入门书。。。这本书啃的我不知道在自习室打了多少哈欠。。。总算是啃完了。。。
42、繁简程度刚好可以看的下去。
43、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字为文明的载体，宗教为精神信仰的体现，物质为历史状貌的沉淀。
44、真的是一本我难得看完的教材啊，蛮有劲的就是粗糙了点
45、对外汉语本课教材，内容雅俗共赏，详略得当，值得收藏。
46、考試用書都只給一星
47、一本书少了，多几本也许就不会讲得这么浅了
48、“张养洁”让我纠结了很久，嗯。
49、真想学文化看这些皮毛都是负分。
50、如果你觉得中国文化好没有趣，看看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国度，它高级到往后
无论怎么发展都在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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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略》

精彩书评

1、这两天读程裕祯先生的《中国文化要略》，感觉里面的内容及其的丰富，对于中国文化分析也较
为的全面，从地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讲述中国文化，简明而又富有逻辑，让人看了有一目了
然恍然大悟之感。以前从来都不敢对文化妄自评论，甚至不自主的会对文化的问题进行瞻仰，觉得那
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觉得自己不敢望其项背，连皮毛都不敢沾染。但是来到大学这个大环境之后感觉
文化并没有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高深或者说没那么“贵族”，反而觉得文化离我们很近很近，甚至可
以说文化就是我们本身。在程先生的这本书中，我感觉到的就是程先生让中国的文化平民化了，用通
俗的语言，简明的文字，把中国文化概述出来。用“平民”的文字让读者产生对文化的思考。尤其是
在其谈到他眼中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时，我不觉停下来思考。程先生在书中提到，他认为中国文化有这
样三个特诊：1、中国文化突出人文主义精神；2、中国文化注重和谐和中庸；3、中国文化富于安土乐
天的情趣。文艺复兴运动是在欧洲首先出现的，人文主义一词也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那么用人
文主义这一词来描述我们中国文化，是否有些喧宾夺主呢？当第一次看到说中国文化突出了人文主义
精神的时候我不觉产生了这个问题，但过后细细想想，确实一点也不夸张，也不必觉得会喧宾夺主。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文主义者时时刻刻都在高呼着人的作用，而贬低神的地位。在文艺复兴前的
西方，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国王也不能望其项背，西方的教父、教皇敢和国王叫板唱反调
，作为神的代言人的地位都如此之高更何况所谓的神本身呢？而在中国，少林寺的方丈若胆敢和皇帝
作对，甚至对皇帝稍微有点意见，那带来的灾难确是灭顶的（虽然和尚已经没了顶）。由此可以看出
神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西方人民基本上都视神为天物，顶礼膜拜，虽然中国古代
也信神，但是中国人信得程度远远不及西方人那般虔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权从来都没有和
宗教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的一大不同之处。再者，在中国对人的作用的强调也是
古已有之的，甚至有“人定胜天”之说，即使是骂天者也不乏其人。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还
是相当突出的。中国文化的和谐和中庸则无需多论，孔子以来的儒学让中国文化保留了这一独特的特
征。从古自今的中国人都是如此，不仅是儒学时代，就是当代和现代，中国人一直都在追求和谐和中
庸，如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即使是冠上了社会主义的头衔也还是“和谐”的。就最近
的事件而论，由某报纸的某专访被“和谐”而不能发表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和谐”这一重要特征
。而中庸却是中国人民一直以来追求的一种境界，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等词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史书中都有告诫人民做人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另外鄙人觉得中国之“中”字也深
刻包含了此种意味，所以国际舆论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文化角度来说是不存在的。说中国文化富
于安土乐天的情趣，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说通俗一点，我觉得就是中国人都很喜欢小资，追求
小资。中国人不喜欢侵略，特别是汉族人民不喜欢打打杀杀。即使是在中国疆域最为广阔的元朝也远
远比不上其他几个已经灭亡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讲究的是安分守纪，这才是正统。中国人民一直以来
期待的都是一种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中国人民在封建社会一直都在期待一个明君的出现。只有被逼
急了才会造反，爆发人民起义（中国人也因此被说成是懦弱），而起义的目的却是为了出现一个明君
给他们带来一个平静的生活。在前一段时间出的影片《麦田》中的秦国义士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他不管战争到底是谁赢了，他只知道麦子熟了，他要回家割麦子。他也不在乎在战场上杀多少敌人，
能得到怎样的功劳，他只在乎家里的麦子会不会因为下雨而毁了。虽然说这在很多时候是代表农民的
思想，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国，国家的主体不就是农民吗？如果他们都不可以代表中国文化，那么
谁或者说什么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呢？更何况，现在活着的中国人谁家往上数几辈子，十几辈子，几十
辈子不是农民呢？很佩服程裕祯先生，很感谢程裕祯先生的这本书。《中国文化要略》真的很不错。
2、知识信息量很大，体例也还不错，还不错的教科书。我们上中国文化概论的时候就用的这个教材
，老师中的一个就是这个作者。。。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这个课很好玩。看这种书一开始要有耐心，因
为没有插图没有一些吸引眼球的东西，但是逐渐就会被内容所吸引，也就不会觉得枯燥了。
3、要不是要考，绝不会读这本。结果，读完了甚至快背下来了，它不考了。我靠！还听作者讲过本
书，听完了更是一头雾水。
4、为了考对外汉语借来的意外的觉得还不错，作为考试用书来说，读起来甚至可以说是享受了：）
有点太简单，论述的不深入，可是简明好懂，没有像一般文化书一样按年代走，而是分为各类主题，
比如文学，建筑，风俗，宗教等等分别论述，所以不必有顺序，随便翻哪一章都能往下看 作为一本中
国文化的入门书，还是值得推荐的呵呵 ，最近它取代了小说成为我的催眠读物 ^_^

Page 8



《中国文化要略》

Page 9



《中国文化要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