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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文化”一词的来源

1.1.1 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词语，从古至今，无数学者都试图对“文化”一
词做出界定。

“文化”一词一开始并非联用，而是分为“文”和“化”
两个部分。“文”的本义是指各种各样交错的纹理;“化”
的本义则是改易、生成、造化。

在我国

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
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
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
体。

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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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

广 义 的 文 化 又 称
“大文化”，是指人类
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
和社会，乃至人类自身
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
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
生活的总和。

1.1.1 文化的概念

1．广义的文化

“ 文”字的象形文字 “化”字的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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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文化的概念

物质文化层：指人类通过加工自然创造的各种器物，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

总和，属于实体文化。

制度文化层：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是人们为了处理

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制定的各种法律、规范、准则、

条例等，是以社会制度形式呈现的文化现象。

行为文化层：指由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文化，是以民风民

俗形式出现的，存在于日常起居中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行为模式。

心态文化（精神文化）层：指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发展演化而来的价值观念、

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心态文化层属于文化的核心，可以划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

识形态两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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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文化的概念

不同民风民俗形成的不同服饰文化（左藏族服饰，右苗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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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文化的概念

2．狭义的文化

狭义的文化又称“小文化”，是排除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
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
和，即人类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

狭义的文化涉及的领域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
伦理道德、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学和风俗习惯等。
为教学方便，本书主要就狭义的文化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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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中国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的

在古代，“中国”一词最初并不具有统一的国家实体的含义，而是
一个地域概念，后来其内涵逐渐得以扩展，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概念。
最早的“中国”是指龙山时代晚期，黄河中游一带的夏人所居住的城
市，夏人则是最早的中国人。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提到：“夏，
中国之人也。

后来随着朝代的更迭，历代版图虽有损益，但总体发展趋势仍然是
不断拓展的。

1.1.2 中国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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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中国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创造的

中华民族是对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总称，因此，中国文化不
仅仅是指汉文化，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
命的开拓者孙中山曾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
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
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对于消除“内夏外
夷”“贵夏贱夷”等陈腐观念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民族的团结，
激发了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1.1.2 中国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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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中国文化既包括产生于农业时代的传统文化，也包括1840年以来
的现代文化。本书所讲的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指1840年以前的中国
文化。

1.1.2 中国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朝代更替，反而是一次又
一次地走向辉煌，中华文化更是大放异彩。

近代，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为中国文化的近
现代进程开辟了道路。

1840年以来，以教育制度、学术观念、宗教思想的变革和近代自然科学的
确立为标志，中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

1.1.3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1.1.3.1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论语·先进》中的“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
死？’”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现实的人事、人的
生命是第一位的，而侍奉鬼神、人死后的事情则并不
重要。正是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孔子才更加注重现
实的人生，并将现实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人而非神。

中华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本精神，还表现在
重礼仪、重道德的思想上，培育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
敬老养老、助残济孤、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

孔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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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1.1.3.2 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

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充分肯定自然和精神的统一，
其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

正如儒家所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也如庄
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渴望天与人和谐统一的
心理在古人的血脉中奔涌流淌，最终造就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

用今天的话说，天人合一就是追求一种“和谐”的理念，即在人与自然的关
系中，将天、地、人看作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

正如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都应该遵循客观规律，以和谐为目标，真正做到“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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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1.1.3.3 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其展现的是兼收并蓄、有
容乃大的包容精神。正如《易经》所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的，但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其与其他各少数民族
文化产生了大量的融合。

中华传统文化也吸收了诸如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来自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文化，
来自朝鲜半岛的音乐，以及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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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1.1.3.3 关注现实的务实精神

刘向《说苑·政理》
中记载：“夫耳
闻之，不如目见
之；目见之，不
如足践之。”

《 论 语 · 子 张 》
中也提到：“仕
而优则学，学而
优则仕。”

传统儒家还主
张 “ 经 世 致
用”，即学问
必须有益于国
事。

顾炎武所推崇的在实
际工作和生活中追求
人生理想、实现人生
价值的务实精神，也
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
一种非宗教的、世俗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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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1.2.1.1 人文地理环境

1．疆域

中国疆域的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阶段。

l  原始社会时期。

l  秦代。

l  汉代。

l  唐代。

l  两宋时期。

l  元代。

l  明代。

l  清朝。

l  新中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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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1.2.1.1 人文地理环境

2．人口和民族

中国历来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之一。

中国人口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分布很不均衡。—— 人口迁移

中华民族中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是由先秦时代的华夏族发展
而来的，分布于全国各地。少数民族总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10%，主要
分布于西北、西南、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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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1.2.1.2 自然地理环境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东面临海，内陆地势自西向东逐层下降，形
成了显著的“三级阶梯”地形。

是青藏高原，那里雪峰林立，气候高寒，阻断了我国与南
亚往来的交通。

一级阶梯

第二级阶梯
为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从关中玉门关开始，
纵横数千公里的荒漠戈壁和连绵起伏的山地、雪峰，阻断
了古代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

第三阶梯
由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平原，以及
江南大面积的丘陵低地、河流三角洲地带构成的地势最低
的一级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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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1.2.1.3 自然环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1．造就了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北方的广大草原地区，形成的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草原文化；

在南方的鱼米之乡，形成的则是传统的农耕文化；

在喜马拉雅高山，形成的是以佛教文化为主的藏族文化；

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的则是含农耕文化、海商文化的闽南文化。

还有休闲安逸的盆地文化、古老而神秘的东巴文化、尚处于母系

社会的摩梭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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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2．造就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中国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与同期的世界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疆域之辽阔是极为罕见
的。古代中国被称为“九州”，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
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其面积达300万平方千米，是华夏民族活
动的重要区域。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有长安（今西安）、京洛（今洛阳）、
安阳、汴京（今开封）、金陵（今南京）、杭州、燕京（今北京）7
座。这些古都一般都是当时整个国家人口最多，经济最繁华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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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伴随这些名城古都的迁移，人口和文化也随之发生迁移，中华传统文化因而得以
在广阔的疆域内传播延续。也因疆域辽阔，民族、人口众多，回旋余地大，中华传统
文化才得以在漫长的历史中延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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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3．造就了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独特性

l 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了中华传统文化封闭性特点的形成。

l 在开通海陆丝绸之路后，统治者也较少主动与域外国家交流，形成了以自我为
中心的“化内之区”和认为周边荒僻野蛮的“化外之地”的观念，这就使早期
中国的文化很少与本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发生交汇，从而使得中华传统文化
始终保持着独立、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
特的东方文化。

l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l 今天的中国重新为世人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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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经济环境

1.2.2.1 农耕经济的产生、发展及其重心转移

中国的农业起源于第四纪冰川后期，约一万三四千年以前，中华先民已开
始了农业耕作实践。其中，位于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
山文化，是中华农耕文明开始形成的标志，这些文化向我们展现了华夏祖
先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

1．农耕经济在北方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边患丛生，战乱频繁，为了躲避战火，中原地
区的人们纷纷南下，其足迹遍布长江中下游区域及东南沿海各地。他们的
迁徒，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观念，再加上南方优良的自然
气候条件，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这就为以后经济重心
的南移打下了基础。

2．农耕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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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经济环境

1.2.2.2 农耕经济与“重农抑商”政策

战国时期春秋时期 唐代汉代

周王室衰微，诸侯混战，
许多政治家开始认识到发
达的农业经济对取得战争
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于
是农为“本”，商为“末”
的观念迅速形成。

李悝提出“尽地力之
教”，成为重农主义
的“开山鼻祖”。
秦始皇一统中国后，
为巩固中央集权，通
过法律形式确定了发
展农业生产的政策。

建国之初国力匮乏，大多
数财富都集中在统治者视
为不劳而获的商贾手中。
为此汉代统治者继承秦朝
的“七科谪”，严格限制
商业的发展。《汉律》规
定，商人另立户籍，其地
位低于农民。

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发
展的顶峰，经济得到
长足的发展，城市商
品经济处于成长的胚
芽时期，长安、洛阳、
苏州、成都等都是一
定区域内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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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经济环境

元代宋代 清初明清时期

从历朝历代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初期，该政策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
兴地主阶级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促使中华传统文化中重农习俗的形成。而在封建社会晚期，“重农抑商”也最终

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的因素，在某些方面也阻碍了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

由于宋代财政匮乏，
国家实行“禁榷”制
度。“禁榷”是中国
古代政府对某些商品
实行专卖，以限制民
间商业贸易，扩大财
政收入的一种方法。

元代虽为蒙古游牧民族统治，
但在经济上仍以农业为主。
在商业上其同样承袭宋代
的经济政策，对盐、酒、茶、
金、铜、铁等实行“禁榷”
制度，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统 治 者 在 积 极 推 行
“重农抑商”政策的
同 时 ， 还 大 力 推 行
“海禁”政策。

清政府为镇压抗清力
量，颁布了《禁海令》
和《迁海令》，规定
商民不得下海交易，
沿海居民内迁50里1
，违者或越界者，无
论官民一律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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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经济环境

1.2.2.3 农耕经济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1．形成了传统文化
的重农习俗

2．形成了传统文化的民
本主义

3．形成了传统文化的恒
久意识

4．形成了传统文化
的和谐观念

中国古代的“四民”（即士、农、工、商）中，“农”
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第一位的读书人。

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我国发展出了民本主义的思想，
即“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人民才是国家的基石。
民本主义是我国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观，也是
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在农耕经济下，人们很容易实现自给自足，因而缺乏
扩大再生产的动力，社会发展缓慢。而在这样的社会
环境中，人们极易产生恒久意识，认为世间万事万物
都是悠久、永恒的。

农耕民族固守家园、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和平相处
的观念，派生了防守自卫的民族心理，使得“四夷宾
服”“协和万邦”成为国家和民族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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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政治环境

1.2.3.1 宗法制度

l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
商朝，完备于周朝，对后世各封建王朝都有影响。

l 所谓宗法，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

l 随着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宗庙祭祀制的确立，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模式得
以形成。中国的这种社会制度也可称为“家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通
过家族来理解国家，如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既是所谓的“家国同构”，也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

l 这种家国同构的观念渗透到了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等级关系，直接
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即“忠孝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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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政治环境

1.2.3.2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战国时期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新
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国家局
部统一局面的出现，都为中央集
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
条件。

2．秦朝正式建立
秦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继
承商鞅变法的成果并实践了
韩非子的理论，创立了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3．西汉得到巩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
家思想改造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的指导思想，也重
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

4．隋唐得以完善
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把
原属于丞相的权力分散于
三省六部，使封建官僚机
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
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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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政治环境

5．北宋得到加强
北宋时期，宋太祖吸取唐末藩
镇割据的教训，接受赵普的建
议，采取“杯酒释兵权”等举
措加强中央集权。

6．元朝有了新发展
元朝实现了全国性的大统一，为
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阔疆域的
管辖，统治者采取了许
多新的措施。

7．明清达到顶峰
明朝时期，统治者在中央实行
“废丞相，权分六部”的政策，
结束了秦朝以来的宰相制度；
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改大
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离统
兵权和调兵权，进一步削弱地
方势力。

8．结束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
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
展，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古代
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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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政治环境

1.2.3.3 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l 首先表现在浓烈的“孝亲”情感上。

l 在宗法制度下，作为宗族首领，宗子拥有高于普通族人的地位。普通族人“虽
富贵，不敢以富贵入宗子之家”。

l 到了封建专制主义时期，皇权至上原则得以确立，在思想上则“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而儒家思想中“忠孝”则是五常之一。

l  《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父之实，从兄是也”，即在孟子看
来，“孝悌”乃是五伦的中心。

1．形成了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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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政治环境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所生活的鲁国正是受西周宗法礼制
影响较深的国家，他的最高理想便是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
会。他认为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就应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即“德治”或“礼治”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法。这种
方法严格了等级制，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截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从而使被统治者自觉地服从君主专制政治。

在这种思想模式的影响下，衍生了国人严重的服从心态，而传统
文化也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化倾向。

2．形成了传统文化的政治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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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华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

1.3.1.1 自足心理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具有守成求安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思想。《汉书·元帝纪》记载：“安土
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其所表达的就是古人不愿轻易改变，留恋
故乡的守成求安的思想。

1．守成求安

中国人固守传统的观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不无关系。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承上千
年，就是得益于古人尊师重道的观念，而尊师重道正是固守传统的表现。文学上“文必
秦汉、诗必盛唐”的观念，反映的也是文人墨客尊重传统、固守传统的观念。

2．固守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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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华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

1.3.1.2 道德心理

1．注重礼仪秩序
礼仪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教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等。

2．注重义务观念
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等传统观念，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义务。正是因为古人将此视
为一种义务，在家庭成员之间才不存在劳动与报酬的公平对等问题。
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和“仁义礼智信”，前者是对君主、国家的义
务，后者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是对社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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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华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

1.3.1.3 宗法心理

重视血缘和亲情关系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夏朝所确立的宗
法制度就是王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
制度，西周确立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子
继承制，所反映的都是对血缘关系的重视。

1．重视血缘关系

宗法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制度，导致了
“民”和“官”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官”具有对“民”的绝对
统治权，在社会上的地位、威望、利益等方面都与“民”有着极大
的区别。所以为民的要想获得官职，就必须依靠宗法关系。

2．依靠宗法关系“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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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1．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采用汉姓；

公元前5～2世纪，汉字传入朝鲜，并被长期

借用；

仿效中国的教育，于公元7世纪，在其首都

庆州设立国学，传授儒家经典，以培养贵族

子弟；

公元4世纪后期，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并

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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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2．对日本的影响

汉字

3世纪至5世纪时，中国汉字陆续传入
日本，日本才开始利用汉字作为音符
来书写日本语言，并称之为“万叶假
名”。8世纪时，留学生吉备真备利
用汉字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其
后，留学僧人空海又模仿汉字草体创
造了“平假名”，最终形成了日本自
己的文字。

儒家思想

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
科书，祭奠孔子的释奠之礼也
非常隆重。7世纪初，大和王
朝的圣德太子就以儒家思想为
指导，对日本实行政治改革。

佛教宗派

日本的佛教文化也深受中国的
影响，唐朝有哪些佛教宗派，
在日本也就有与之相对应的宗
派。唐朝时期东渡日本的鉴真
和尚，被称为“日本文化的恩
人”，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
塑等正是由他传入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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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鉴真像



39

1.3.2 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3．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

西汉时期

明代以后

四大发明

中国的哲学

中华传统文化就通
过丝绸之路和西方
许多国家进行了广

泛的交流。

新航路的开辟、外国传
教士来华，这些都加强
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
化交流，使中国文化对
世界文化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
传至西方后，对促进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笛卡儿、卢梭、伏尔泰、
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都十分推崇中国古代
文化，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
像。另外，这些人还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思想
武器对基督教神学展开抨击，以弘扬理性主
义和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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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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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有助于把握中华民族精神，增强爱国情怀

我们每一个青少年学生都应以祖
国的繁荣、强盛为最大的光荣，
并自觉地增强对祖国的热爱，努
力培养爱国情怀，形成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努力的共同理想追求。

我们之所以能够大致辨识各民族
的特征，就在于每一个民族内部，
虽然在阶级、阶层、集团、党派
上会存在差别，但其都存在着共
同的心理素质，这便是所谓民族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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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有助于提高人文素养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底蕴深厚，格调高雅，其所包含的道德价值观念
更是对个体人文素养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儒家就是以“仁”为思
想核心，以“义”为价值准
绳的，力求建立“仁爱共济、
立己达人”的人际关系。

孔子言：“质胜文则野，文
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
君子。

当代青少年应当学习传统文化，
提高自身人格修养，学会明辨
是非、遵纪守法、奋发向上，
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
思想，做一个高素养、讲文明、
知荣辱、守诚信、敢创新的中
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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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有助于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积累、沉淀下来的物质和精
神财富的总和。而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
例外，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去看待。然
而，中华传统文化烟波浩渺，内容繁多，要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就必须真正学习和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观天地人文的变化，以
顺应天意，并教化天下，使天下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能够深入每
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培养人们优雅的性情和敦厚的品格。中华传统文化更
是唤醒人性的著作，是开启人类智慧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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