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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的一部多学科融合的学术著作。实现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
也是人类的演进史这一观点，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别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
会的组织方式以及人的心灵世界，展示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出总体性的描述，以突出是华民族的创
造力以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过程。本书将中华文明分为四个时期，以中华文明史上重大的转型作为
分期的依据，细致地描绘了各个时期文明的特点、亮点，及其承上启下的关系，彰显那些对文明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探讨对文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各种因素，从而全面论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
，提示了若干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本书力图将中华文明放到世界格局中进行考察，写出中华文明在
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在论述中充分注意文物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力求史笔、议论、
才情三者相结合。
本卷函盖先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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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行霈，1936年生。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院长、中文系教授。主要著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
文学概论》《陶渊明集笺注》《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主编）等。
严文明，1932年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
著有《仰韶文化研究》《农业发生与与文明起源》等。
张传玺，1927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秦汉问题研究》《契约史买地券研究》等。
楼宇烈，1934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王弼集校释》《中国的品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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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书籍目录

中华文明史总绪论
第一节 世界四大古老文明
第二节 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
第三节 中华文明的演进
第四节 中华文明史的分期
第五节 中华文明的未来
绪论
第一节 中华文明发生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 神州大地的古代居民
第三节 神话、传说和历史
第四节 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曙光
第一节 文明胎动时期的经济
第二节 社会的分层化与复杂化
第三节 走向文明的不同道路
第四节 中华文明物质的初现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肇始——夏
第一节 夏朝的建立和中原地位的加强
第二节 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第三节 夏朝的社会与文化
第四节 夏朝周边的青铜文化
第三章 商周时期文明的兴盛
第一节 商周王朝的建立与华夏文明的兴盛
第二节 商和西周的宗法、分封与井田制度
第三节 商周礼制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反映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第四章 辉煌的青铜文化
第一节 青铜文化中心的形成
第二节 规模宏大的青铜工业
第三节 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
第四节 青铜工业带动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五章 铁器的应用和生产的了展
第一节 铁器的应用和冶炼技术的快迅发展
第二节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与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节 新技术的采用与手工业生产的繁荣
第四节 官营手工业的发展与私营手工业的兴起
第六章 商周时期的都邑与商业
第一节 商代都城和方国城邑
第二节 周代都城的发展
第三节 商业都会与富商巨贾
第四节 东周列国的货币和度时衡
第七章 汉字的起源和时期发展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第二节 殷墟甲骨文在汉字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节 汉字记录汉语的独特功能
第八章 商周时期的宗教与信仰
第一节 天神与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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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筮占与周易
第三节 占星术
第四节 巫和史
第九章 教育的发达与学术的昌盛
第一节 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第二节 孔子与儒家学派
第三节 道家
第四节 墨家、法家、名家和阴阳家
第五节 兵家和兵书
第六节 数术和方技
第七节 从百家到一统的趋势
第十章 文学艺术的兴起与繁荣
第一节 先秦散文
第二节 《诗经》和《楚辞》
第三节 雕塑、绘画与工艺美术
第四节 音乐与舞蹈
彩图目录
插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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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编辑推荐

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过去所有的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先民智慧的沉淀，其与我们的重要性
犹如大海之与游鱼。文明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和精神的活动场所，它滋
养着我们的心灵，启迪着我们的良知，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承载着我们精神活动的一切成果。同时
，文明又是我们生命真实个体的存在方式，它包涵着我们外在的生存环境，记录着我们改造客观世界
的一切结果，又是我们衣食住行等生存形式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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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精彩短评

1、对古代中华文明知识有了更清晰、更系统的认知！
2、普及知识的读物，挺不错的，还是有看下去的欲望，总共有五卷
3、第一册介绍了从文明初期到秦汉的文明发展脉络，更适合大学以上学历的或者学习历史的群体观
看
4、这本书真的很好，让你对中国历史对文明有个全面的理解，语言也很简明，容易看懂。
5、这本书证据确凿详略得当但是并不系统即便是你读完之后中国文明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看用途作为
课本可以作为工具书就差了一点
6、我喜欢读历史书，这是一套不错的家庭藏书！
7、的确是好书，北京大学国学院确实不一般
8、以另一种方式介绍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繁荣。
9、挺好的一本书，不过感觉略带点政治色彩。也许是刚看一点，不太了解
10、北大出版社，又是北大专家写成，翻看一下，内容没有系统，完全是七拼八凑的。挂猪头卖狗肉
！
11、老师推荐的书，不错~
12、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呀！！
13、很详细的考古汇纂
14、有点混乱过分强调学术推导过程
15、其实只是翻了翻

16、作为学术性的书籍不管印刷还是纸张，以及内容都很好。
17、作为入门读物不错。
18、不错书挺精致的
19、這本書由北大出版，沉甸甸的，內容豐富，圖文並茂，是一本好書，喜歡中國歷史的朋友可以看
看！
20、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应该阅读并有所感悟的书籍
21、新出土材料运用极多，摆脱了传统史观的束缚
22、感觉**啦 质量差呀 下次不要坑爹
23、活到老，学到老，古人云开卷有益，一点也不错
24、中华文化，亦称中国文化、华夏文化或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4000多年前的炎
黄时代是华夏文明的初步形成时期，其中经过夏、商、周等时期的发展而日臻成熟，黄河流域中原地
区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以后华夏文化传播到南方长江流域等地区，和当地文化融合，并在长期的发
展过程中，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交流、吸收，中华文明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政治意义上定义的中华
民族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所有民族的统称，因此中华文化成为这些民族文化的统称，也称其为中
华大地于华夏民族的总谓称。“中华民族”一词流行于梁启超所撰之的《东籍月旦》，在《历史上中
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今之中
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即汉族 。” 以后，孙中山
提出淡化汉族说法，由中华民族代替，中华民族包含和汉族一样具有文明的民族。1911年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300年满清的统治，重新恢复了中华国家。正统中华文化中，有尊王攘夷的观念，春秋大义中的
华夷之辨，不以种族血统为唯一标准，而以文化仪礼作量度，蛮夷之民接受华夏文化可以逐渐融入到
中华民族当中，“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这种以文化为标准的观念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壮大和统
一。华夏文化随着中原王国的对外交流和扩张而传播，史载夏朝以前的大禹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越地
；周王子泰伯建立了吴国；在春秋时期，楚、吴、越等地已经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战国时期秦灭
蜀，到秦朝统一中国，华夏文化的地域范围已经形成了初步的雏形。中原华夏文化和各地原有文化交
流、融合，愈加丰富。华夏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自古以来发生着交流。通过长期的交融、发展，构成
了中华文明。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易经、阴阳等各种思想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中华之名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此
称该地为中华，亦称中原、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均以此为国号。而已不存在的中华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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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国及中华帝国亦以此为名。虽然目前“中华”一词早已成为对中国文化、地理、民族、饮食等方面的
泛称，但直到近代中国才开始出现该词汇的现代意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才正式将“中华”纳
入国名。 《辞海》：我国古时多就黄河流域建都，因此称其曰中华。中者，居四方之中也；华者，具
有文化之民族，服装华美者也。其后，疆域日广，凡其所属，皆称中华，亦称中国。后来，中华逐渐
成为我国的称号。 《现代汉语词典》：古代称黄河流域一带为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
中华民族经过不断的融合，“中华”也就借指“中国”了。 　在悠悠的历史中，“中华”历经不断发
展，屹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今天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传承着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与中华文化。
25、质量很好内容很好非常可读！
26、痛苦的记忆
27、实习的收获,在我的案头
28、整个一历史书看到最后了才找到直接相关的东西还有三本怎么办怎么办好忙
29、这是一本很好的很值得读很值得收藏的书
30、资料比较客观，但是不知道是学术圈内普遍看法还是该部书的编辑思路，在新石器时期末期出现
的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等级宗教化，并不能倒推之前时代由于无法推论及比拟的
等级状态而处于蒙昧。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31、大而全，适合做入门书，也因此难免浅了些
32、看了严文明的考古讲座讲三代前的历史，从前被认为是原始平等社会的良渚，大汶口，红山等文
化，居然都已经是等级分明的极权社会。
33、很多人喜欢，我自己还没看过，帮别人买的
34、本书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的一部多学科融合的学术著作。突现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
史，也是人类的演进史这一观点，将物质文明、政治丈明和精神文明，分别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人
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人的心灵世界，展示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出总体性的描述，以突出中华民族
的创造力以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过程。本书将中华文明分为四个时期，以中华文明史上重大的转型
作为分期的依据，细致地描绘了各个时期文明的特点、亮点，及其承上启下的关系，彰显那些对文明
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探讨对文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各种因素。从而全面论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
历程，揭示了若干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本书力图将中华文明放到世界格局中进行考察，写出中华文
名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在论述中充分注意文物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力求史笔、议论
、才情三者相结合。
35、很好！！哈哈
36、是我同学买的，拒他说不错
37、历史老师推荐的，还没读，感觉不错
38、北京大学把这样一套书称为学术成果集中体现了北京大学的堕落。
39、与考古有关的几章很出彩。尤其赵辉《中华文明的曙光》非常好，读来很有收获。缺憾是某些字
句稍显生硬，对于龙山文化没有介绍清楚。孙华对青铜工艺、赵化成对冶铁技术的讲解也都很好。汉
字起源和甲骨文，沈培总结得也不错。
40、学究天人，气兼海岳。大国的大史观
41、早年看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觉得能把教材写得那么好的人大概只有他一个了，所以现在看到这
套书毫不犹豫的出手了，结果袁老师只写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小失望哎，看完再来评吧
42、很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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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了前2章，感觉比别的考古书写得好，材料要而不烦，历史的进程清晰明确，写得好！龙山文化
哪地方不咋清楚，可能是材料限制？反正我没咋看懂，仰韶怎么一变就成龙山了呢？协和万邦那部分
是没啥意思的。其他没看了，有空再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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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章节试读

1、《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15页

        第一期，先秦。
第二期，秦汉魏晋南北朝。秦汉，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分封制的废除和郡县制的建立，文字的
统一。
第三期，隋唐至明中叶。隋唐，国家再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南北文化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补充，中
外文化在开放的局面下广泛交流。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文官制度的完善，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
高。
第四期，明中叶至辛亥革命。明中叶，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形态
的形成，世俗化、商业化、个性化成为一时之风气。

2、《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158页

        政治制度的转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春秋前中期，为尊王攘夷与五霸迭兴时期。第二阶
段在春秋中后期，为弭兵会盟与民族融合时期。第三阶段在战国时期，为七雄并争与中央集权制度萌
芽时期。中央机构的改革，国君依据宗法用人的旧原则为选贤任能的新原则所取代。地方制度实行郡
县制，是从设县开始。社会制度的转型，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即由国有制转变为私有制。

3、《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361页

        私学和士人之间，呈现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士人的兴起促成了私学的出现；另一方面私
学也促进了士人阶层的壮大。他们二者的结合，则是诸子学出现的直接土壤。
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关注。礼乐秩序和教化是联系在一起
的。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范畴是仁和义。是一个重视和突出人道的学派。
道家，以虚物为本，以因循为用，以刑名学说为主的治国和以神形说为主的治身。以道为本，无为。
刑名学的核心，其实是以道为基础，在人间社会建立起适当的秩序，君无为而臣有为。对生命的重视
，贵己，全生。齐物和逍遥。齐物的关键是要使自己从具体的事物中超越出来，回到万物之初也就是
道的状态来观照万物，为此需要去除自我，即对自我的破除。齐物，万物在道之中齐通为一。齐物其
实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由齐物就可以达到逍遥，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

4、《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202页

        高度发达的青铜工艺和纷繁多样的青铜艺术形式。以中原青铜器为主体的青铜文化体系。青铜器
和青铜艺术形式的相对稳定和延续时间绵长。
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艺术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等级观念和权力观念的一门
艺术。青铜器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沟通人神联系的重要中介物和贵族等级关系的重要标志物。

5、《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267页

        《考工记》强调礼制和等级。周代王城的规划礼制，王宫建中立极，表现了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
力，朝、祖、社三位一体，集中反映了当时政治、族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识形态。
《管子》强调因地制宜和使用。临淄，立国都和城市规划考虑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保卫过度要靠开
垦土地、发展生产；城市的规模适应于周围土地面积的大小、肥沃程度及人口的多寡。阐明了城市与
国防、城市与农业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

6、《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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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法制度最主要特嗲是嫡为大宗，庶为小宗。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形成，君权产生，宗法理论成
为指导政治的思想原则，形成了以宗统为模式和灵魂的宗统和君统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就是后来的封
建制度。
宗法制度不仅是政治的建制原则和指导思想，也是规范社会秩序、整齐生活习俗的指导思想。立子立
嫡之制，庙数之制度，同姓不婚之制。在中央行国王制，地方行分封制。国王将国土划分为两种不同
的统治区。以国王所居京师为中心，四周五百里之内为王畿，称内服，由国王或朝廷直辖。王畿之外
的广大地区，称外服，就是分封诸侯的地区。君统中的王统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封建亲戚，以藩屏
周；王室姬氏亲族，功臣，友邦冢君与古帝王之后。
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实际上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家系所有制。井田制，一为自然性质，即田地划分的
形式，状如井字。二为社会性质，就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归国有。

7、《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12页

        多元一体格局最晚在西周就建立起来了。
民族的融合。
外来文化的吸收。就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至少表现为五点：从此有了三世观念和三界观念，从而
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想象世界，扩大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促进了反切的产
生和四声的发现。扩大了汉语的词汇。使文学观念更加多样化，例如真与空的观念、心性的观念、境
界的观念、象和象外的观念。
物质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一些具有进步性的制度的建立也
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精神文明的发展对整个文明也起到推动作用。
每一次雅化与俗化都可以视为文明的一次演进，雅与俗的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8、《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425页

        诗经：赋就是铺陈，通过正面的描写、记述、议论，来直接铺写物态，阐明事理，抒发情感。比
，即比喻和比拟。兴，先咏一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深远。诗经表
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直接影
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诗经创立的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殷人以尊神事鬼、崇尚巫术作为文化特色，周人以敬天保民、崇尚礼乐教化作为文化特色。

9、《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314页

        从原始文字到完整的文字体系，必要的社会条件是主要因素，包括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程度和社会
发展的程度。另外两个条件，要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群独立地、脱离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
中使用的语言应当比较容易用符号记录下来。

10、《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1页

        雄踞东亚的神州大地
依托大陆与面向海洋
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内部复杂的自然环境
典型的季风气候
黄河与长江，农业的温床和文明的摇篮

11、《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6页

        1.阴阳观念。用阴阳来概括两种相互对立的或相互消长的方面，从而形成阴阳观念。阴阳的交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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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序而调和就是治，就吉祥；无序而不调和就是乱，就有难。
2.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尊崇。中华文化所崇拜的是祖先，注重的是祭祖，或者崇拜和
祭祀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中华文明是以人为中心的文明，以人为主体的文明，
人和人的关系远比人和神的关系重要。
3.崇德尚群。重视人的节操和修养，注重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德素质，进而追求人格的完美，这可以
称之为道德意识或人格意识。尚群即崇尚群体利益，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群体的发展先于个体的
发展，这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群就是公，天下为公的理想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一部分。尚群还有一
层意思就是以众人群居为乐事，以合群为美德。群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力量，众人只有和成群体才能
生存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4.中和之境。执中就是把握住平衡点，不走极端，平正通达，无往不利。和为和谐、和顺、和协、和
衷、和畅、和平、融合、祥和、调和、温和等意义。中和是中和文明的精髓，以中和为天地得以安置
、万物得以发育的根本。中和又是执政的准绳。中和还是为人的标准，为人要兼顾文和质两方面，使
这两方面达到和谐。中和还是审美的追求，中和之境也体现在对外关系上。
5.整体思维，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注意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部
分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部分都反映整体。

12、《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1页

        文明可以分解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对应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社
会组织方式，以及人类的心灵世界（思想的、道德的、美感的）。
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原因，祖先崇拜有利于文明的延续。深化祖先的能力和功绩，把他们奉为神灵进
行祭祀，祈求护佑，崇拜自己的祖先，祖先就是神，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发挥着巨大的维系文
明的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炎黄二帝的崇拜，使中华文明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一以贯之的保持了
连续性。祖先崇拜的底蕴是强烈的本根意识，就是对自身本源之探究、认同、尊重与返归。归根、守
根与现在常说的寻根，都体现了同一种本根意识，这是维系中华文明使之延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祖先崇拜相关，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模式，家庭、宗族与国家的同构性，以及宗族作为
国与家的中介，都发挥着协调关系、维系国家、延续历史的作用。

13、《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的笔记-第55页

        燕辽地区红山文化
江浙地区良渚文化
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
多元一体格局的初步形成与中原地位的逐渐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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