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讲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化讲义》

13位ISBN编号：9787562924081

10位ISBN编号：7562924082

出版时间：2006-8

出版社：武汉理工大

作者：朱哲

页数：2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文化讲义》

内容概要

本讲义在内容的编排，章节的设计上从”文化”的一般界定开始，既让青年大学生了解文化的一般含
义，又要使其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既有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基本特征和文化生态等内容为
经的概述，又有以历史发展即中国文化的兴衰隆替为纬的介绍；既阐明中国文化的主干或主要组成部
分，有指出中国文化的分布及地域文化差异；既有从政治，宗教，科技，文艺，教育，军事等方面的
文化介绍和评述，又有从衣，食，住，行，性等生活层面的文化分析，力图给噶广大青年学生一个相
对完整的中国文化印象。

Page 2



《中国文化讲义》

书籍目录

第1讲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一节　文化的定义及实质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基本特
征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三节　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意
义和方法一、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延伸阅读第2讲　 中国文化
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中国文化生态一、地理环境二、人文环境三、经济环境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兴衰
隆替一、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轴心与开制二、秦汉：中国文化的奠基与演变三、魏晋南北朝：
动荡与融合四、隋唐：隆盛与博大五、五代十国宋辽夏金：碰撞与融汇六、元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
化的冲突与融合七、明清：专制与开新延伸阅读第3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分布第一节　中国文
化的儒道互补一、儒家文化二、道家文化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与主要载体一、汉语言文字的
起源与意义二、汉语言文字的特点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南北之分一、南方人与北方人二、南方文
化与北方文化延伸阅读第4讲　 中国政治文化第一节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一、中央君主专制制度二、
行政制度和文官制度第二节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举要一、德（礼）主刑辅二、实行仁政，杜绝恶政三
、用人思想四、谋略治国第三节　中国传统政治心理一、忠君意识二、大一统意识二、人治意识四、
等级观念和均平意识五、官场心态延伸阅读第5讲　 佛道为宗——中国的宗教文化第一节　佛教西来
与中印文化融合一、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二、中国化佛教——禅宗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节 道
教的兴起与文化的融合一、道教的产生与发展二、道教的教义与仪典三、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延伸阅读第6讲 止戈为武——中国的军事文化第一节 中国古代战争概观一、先秦以前及先秦时期的战
争二、秦至清朝前期封建时代的战争三、古代战争的尾声，落后挨打的近代战争第二节 孙子和《孙子
兵法》lll一、兵家和兵书二、兵学圣经——《孙子兵法》第三节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一、战争观二、建
军观三、战略及战术思想延伸阅读第7讲 小道末技——中国的科技文化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历
史源流一、中国古代科技的萌牙二、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的奠基三、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的形成四、中国
古代科技的持续发展五、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六、中国古代科技的缓慢发展与衰落第二节 中国古
代科技文化的伟大成就一、四大发明二、天文、历法与气象三、地学、农学、医学、数学、水利、机
械第三节 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和局限性一、重实际应用轻理论构建的研究目的二、重整体思辨轻分析
实验的思维模式三、重直观类比轻演绎推理的研究方法四、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科技环境延伸阅读
第8讲 衣、食、住、行、性——中国人的生活文化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一、中国传统的饮食结
构与养生二、中国传统的饮食习俗三、中国传统的饮食艺术四、中国传统饮食观念和饮食文化功能第
二节 中国人的服饰文化一、遮体的服饰二、美观的服饰三、体礼的服饰四、敬天的服饰五、作为族类
标志的服饰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一、住宅建筑形态二、住宅聚集形态第四节 中国传统的交通
和旅游文化一、交通旅行二、观赏旅游第五节 中国传统的性爱与婚姻文化一、两性地位：阴阳和合，
男尊女卑二、两性结合的方式：嫁娶得时，明媒正娶三、两性结合的目标：生殖至上，贞操为本延伸
阅读第9讲 和乐为美——中国的审美文化第一节 高峰迭起的中国文学一、诗词二、散文三、小说第二
节 神人以和的中国音乐一、原始时期的音乐二、先秦时期的音乐三、封建社会前期的音乐四、封建社
会后期的音乐第三节 笔补造化的中国书法一、书法发展概述二、中国书法的美学意蕴第四节 异彩纷
呈的中国绘画与雕塑一、绘画发展概述第10讲 官私并举——中国的教育文化附录 国学入门书要及其读
法参考文献

Page 3



《中国文化讲义》

章节摘录

　　二、秦至清朝前期封建时代的战争　　由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公元前221年）至清朝前期（1840年
）的漫长岁月中，是封建统一王朝战争体系从形成到完善、再到瓦解的时期。在这2000多年间，战争
的各个方面较之奴隶社会战争形态虽有极大的不同，但由于战争所处的历史时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所以历代封建王朝的军事制度和战争理论也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整个冷兵器时期，及随后冷兵
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虽然时间久远，但这一时期武器装备的发展也只是量的增加，并没有产生质的飞
跃。　　1．封建社会前期战争的特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
国家后，由于社会性质、战略形势和作战目的发生了变化，秦汉时期的战争性质、规模、类型和军制
、国防、战略战术等,与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相比，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如战争性质，由争霸、兼并战
争发展为统一战争、国内民族战争和农民起义战争等。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
一的格局一再反复，各统治集团问的战争连绵不断。这一时期战争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
）军事集中于中央，军队统一于帝王，建立了中央军、地方军与边防军密切结合的军事体制。前期实
行普遍征兵制，后期实行世兵制及全民皆兵的部族兵制。　　（2）开创了封建统一王朝的国防战略
和国防工程，修筑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由防御工事和交通、通信、报警、兵站等设施共同组成
的国防工程——万里长城。　　（3）骑兵发展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兵种，出现了骑兵大兵团远程
奔袭和千里迂回的机动作战。随着民族的大融合，后期出现了少数民族轻骑兵机动战法与中原传统方
阵战法结合的、由重甲骑兵列为密集方阵进行突击的新战法。　　（4）谋略制胜思想有较大发展，
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得到重用，在复杂的多角斗争形势下，涌现出大批具有军事才能的统帅和将领。如
诸葛亮、曹操等，深通韬略，胸怀全局，既精于治军、用兵，又善于组织战争，兼备指挥、谋略才能
，并具有高度的战争理论素养。在他们的运筹和指挥下，攻心、伐交、用间、示形等谋略，成为后世
的效法典范。后期还出现了以掠夺人口、物资，摧毁敌方战争潜力的破坏战略。　　（5）作战方式
上，坑道战、山地战、火攻战、攻坚战和水上作战，均达到空前的高度，并出现了最早的大规模渡江
作战和著名的“八阵图”战法。武器装备也有所发展，出现了指南车、快速连弩、攻城战具和载
乘2000人的巨舰、装置80桨的快速战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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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一本介绍中国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本教
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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