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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大观》

内容概要

《明清文化大观》讲述了：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成长虽然影响着社会
的经济与政治诸多方面。但终归不能动摇中国数千年封建制度豹根基，就总体而言，社会依然是沿着
秦汉以来封建帝国的故道缓慢运行。因此，明清两代的文化虽有包容前代文化的博大气象，但却缺少
创造。思想性也不强。明清两代对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官方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
浩如烟海的典籍文化进行了收集、钩沉、订正、考辨和编纂，显示了强盛、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的博大
气象。
《明清文化大观》着重从明清两代的文学、绘画、建筑、教育、科技等方面介绍了文化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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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大观》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宋元文化总论
第二编 文学
第三编 宋元的艺术
第四编 宋元科技
第五编 宋元时期的语言文学、史学、文献学
第六编 宋元时期的社会风俗、宗教和对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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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整个唐代，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可以看
到这种影响。由于大量外族移民人住，商族往来，宗教的传播，西域各族、各国的生活习俗、文化也
广泛的影响着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会、南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以及像广州这样的海上交通重要
城市。这些地区，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均杂取中西。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这种较为开
放的风气，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广，文学趣味、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唐代士人对人生
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人仕，较
之前代有更多途径。开科取士，唐沿隋旧，而更加发展成熟。唐代开科，分常选与制举。常选有秀才
、明经等12科，其中明经又分为七；制举的确切数目已难了解，但据唐宋人的记载，当有八九十种之
多。科举之外，尚有多种入仕途径，如人地方节镇幕府等。人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
机会。一批较接近广阔社会生活的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使文学离开宫廷的狭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
关山与塞漠，这对文学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
、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唐代士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之乱后，虽有所变化，渐至晚唐而渐见纤弱，
但积极人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学上来，便是文学（特别是诗）中的昂
扬情调。唐初设立史馆，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
隋书》五史。后又以太宗御撰的名义修《晋书》和以私修官审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八史的
修撰，提供了丰富的修史经验，不久便有刘知幾的《史通》出来，广泛地论述史学问题，反映了一种
求实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与文学潮流的发展同步。初唐的文学潮流，逐步的向着反伪饰、求
真情的方向发展，并从此一步步地摆脱南朝文风的影响。史学上的求实与文学上的求真，同是崇实思
潮的产物。史家对于文学问题的论述，更直接影响着文学的走向，如《隋书·文学传论》、《北齐书
·文苑传赞》、《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和各史中的作家传、传论中精彩的文学见解，与初唐诗风朝
着合南北文学之两长，旨深、调远、辞巧，声律风骨兼备的方向发展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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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代文化大观》为中华文化大观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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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印刷一般，内容还可以。可以了解自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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