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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中华文明主题图书

根植于东亚大陆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世世代代在这片土

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既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更是创造者。何以中国，多元一体的格局，兼容并蓄的特质，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和为贵的为人

为政之道，中华文明如满天星斗，又如重瓣花朵，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本期《读周刊》封面版向读者推荐多角度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传承的图书，让我们对流淌于血脉中的这份

文化基因多一分理解，多一重启发。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国精神
□本报记者 韩萌萌

“回首往昔，5000年前的遗迹，4000
年前的诗歌，3000 年前的器具，2000 年
前的书画，1000年前的沉船，500年前的
礼仪，100 年前的呐喊，我们都看得懂、
听得见、感受得到。”在《中华文明五千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书中，作者冯
天瑜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何以自成一格而
又绵延不断。

在书中，冯天瑜指出，在不同的地
域，人们创造出的文明千差万别。中国
与中华的“中”，代表着一种地理学和文
化学的意识形态。通览全书不难发现，

《中华文明五千年》 有着宏大的全局观
念，作者开宗明义，从“文明”的角度
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细细描摹，提出所
谓“中华文明”，即“中华民族在‘中
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发的自成一格的
文明”，并从“器用、制度、行为、观
念”诸层面展开，让我们见识了中华文
明以巨大的创造力书写了令整个世界赞
叹的传奇。

作为2022年度“中国好书”、第十八
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中华文明五千
年》有着开阔的视野，冯天瑜以通俗的文
笔再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
把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平实而又
深情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该书既重理
论，也成系统，在丰富的史料佐证、百
余幅彩色插图，以及精辟论断的共同作
用下，五千年的跌宕起伏、五彩斑斓、
精彩厚重徐徐展开，让读者逐步意识到

“唯有中华文明，于坎坷跌宕中延绵生
发，始终未曾中断，成为世界史上‘连
续性文明’的典范”。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浩浩汤汤，波澜壮
阔，奔流至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始终一
脉相承，弦歌不辍，群星闪烁。正如作者
指出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作为‘东
方之谜’，一直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作为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代中国文化
的根基、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中
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之于中国、
之于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深厚的文化积淀、强大的文化基因塑
造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也孕育我们的文
化自信。《中华文明五千年》挖掘中国智
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读者
理解中华文明提供指引，也帮助读者，尤
其是青少年读者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理解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
原因所在，而唯有理解这些，才能更好地
理解现代中国，以及作者所说的“中国现
代文明必然在中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
果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
流不息”。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但是小朋友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理解有多深呢？不少家长也遇到了想
给孩子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却不知该
如何开始，不知道讲到什么程度孩子
能听得懂的问题。

全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很多幼儿园、家
长会为孩子找来 《三字经》《百家
姓》等蒙学读物，但是要想全面培养
孩子的传统文化修养，一定要有系
统、分步骤。

“了不起的中华文明”系列（化
学工业出版社）的每一本都围绕一个
主题，涵盖文学、艺术、术数、手工
业、习俗等内容，以绘本形式全面展
现中华文明在各个方面取得的“了不
起”成就，正是这些从古至今最具特
色的标志性元素组成了我们灿若繁星
的文明，也承载着我们“了不起”的
民族精神。

“对中华文明的敬畏，是我编撰
这套丛书的初衷。”正如“了不起的
中华文明”系列主编、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蒙曼所说，“这套书带给孩子
的，是好玩儿好读的古典文化，不枯
燥、不背诵、不说教，像长辈肚子里
的故事一样，耐心地慢慢走进小朋友
心里。”

作为适合 6—12 岁儿童阅读的
传统文化读物，“了不起的中华文
明”系列不会把知识硬生生地塞给

孩子，而是包含着大量思考和引
导，书中不仅会给一些不常见的汉
字注音，还设置了大量开放式提
问，给孩子独立探索的机会，让孩
子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自己的见解，
培养他们分析和观察的习惯。作为
一套“给孩子的中华文明百科全
书”，该系列不仅可以让孩子通晓古
今，还能提高大语文素养，更重要
的是，可以带给孩子广阔的视野，
让他们受用一生。

我们的文明古老且现代，不仅在
博物馆、图书馆里，而且只要稍稍留
心，就会发现很多的传统文化就在我
们的身边。“文明史里看中国”系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包括《手绘
中华文明史》《手绘中国四合院》两
册。《文明史里看中国：手绘中华文
明史》 以时间轴，用大场景全景画
面和图解的方式，展示不同历史时
期中华文明的最为显著的特征，用
每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物讲述中华
文明的故事。穿越五千年历史时
空，探寻中华文明的伟大奇迹。《文
明史里看中国：手绘中国四合院》
聚焦中国传统建筑四合院及其背后
的传统文化，北京大学教授韩茂莉
从历史和地理两个维度，介绍中国
四合院的发展历史、建筑特点，以
及北京四合院承载的传统文化和人
文气质，展现中国古代建筑蕴藏的
文化。

把中华文明故事讲给孩子听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演进发展中，
蕴藏着历史的智慧。越是古老的文
明，越要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在研究
中，打捞淹没在历史中的岁月钩沉，
勾勒文明演进的轮廓，正所谓“以史
为鉴，可知兴替”。

“继往开来、以史为鉴，是践行
党中央号召，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
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
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
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
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
读懂中华民族的必要一环。”正是基
于这样的考量，《以史为鉴：中华文
明的演进与选择》（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一书以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
展为主轴，充分利用人文学科的交
叉研究成果，立体阐述中华文明演
进的机理与逻辑，让读者从考古发
现中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国人

最初的精神家园，从历史的大变局
中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阐明
历史选择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哲
学的思辨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道路，帮助读者读懂中华文明，以
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题中之义。

在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研究出版社） 一书序言中指出，
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
论取得重大创新。从文化自信理论
的提出，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到“两
个结合”的提出，再到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
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
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气
象越发恢宏，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非凡的文化襟怀与文化抱负。

这些重大理论创新，需要我们党的
理论工作者加以深入研究，用学
术讲政治，把党的重大政治判断
与 理 论 判 断 中 的 学 理 充 分 阐 释 ，
让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成果接续中
华文明发展源流，引领中华文明
发展新趋势。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是中
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
教研部“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
究”项目组联合 20 多位国内学界专
家的努力之作，对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概括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
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10 个关键
词，探其源流、辨其演变，进而阐
释其时代新义，阐释其古典含义如
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
新时代彰显其恒久价值。

以史为鉴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先民很早就产生对于“文
明”的精辟认识。成文于战国时期
的《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
的“文”字，从纹理之意演绎而
来，“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
文”指人伦秩序。以“人文”“化
成天下”，使天然世界变成人文世
界，便是中国先哲赋予“文明”的
内涵，它已相当逼近现代学术界所
揭示的“文明”的本质意蕴——

“人类化”和“自然的人化”。文明
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
化的过程与结果。人类实现“自然
的人化”，包括外在文明产品的创
制和内在主体心智的塑造，因此，
文明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
部类。技术体系表现为文明的器用
层面，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
产品的总和，是整个文明大厦的物
质基石。价值体系表现为文明的观
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
活动中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
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明
的精神内核。介乎上述二者之间
的，是文明的制度层面，即人类在
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
典章制度。还有文明的行为层面，
即人类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
势，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
的行为模式。本书所要探究的“文
明”，涉及器用、制度、行为、观
念诸层面，其重点则在观念层面。
它记录着人类历代的文化创造和文
化传播的内容, 是不停流逝的广
义文明的摹本。

我们将要论及的“中华文明”，
约指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繁衍生发的自成一格的文明。“中
国”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演
进，其内涵不断拓展。在先秦，“中
国”或指京师，与“四方”对称；或指
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地段，与落后
的“四夷”对称。隋唐以降，“中国”
指定都中原的王朝，元代自称其统
治区域为“中国”，称邻国（如日本、
高丽、安南等）为“外夷”，明清沿袭
此说。总之，“中国”这一概念在古
代虽不断演进，但其主旨却始终守
住一个“中”字——中国者，天下之
中也。

——摘自《中华文明五千年》

什么是四合院呢？这是听着熟
悉，却需要解读的问题。建筑学早
就为四合院类型的建筑作出定义，
但凡一处院落具有四周封闭，以中
轴线对称的布局，就具有四合院的
基本特征。真正的四合院，不仅在
于院子是四方的，更关键的是院内
4个方向都有房屋，占全东、西、
南、北，进而四合。

人们会问：既然中国古人不方
便进行信息沟通，但各地几乎都将
四合院建筑要素包含在自己的院落
中，这是为什么？解读这个问题的
答案涉及古代的规矩与讲究。《礼
记》里讲了这样的规矩：修建宫室
或房屋，一定要严格区分内外，即
使一家人，也要男子居外，女子居
内。怎样才能做到内外有别呢？四
方的院落围上院墙，又在院子里面
分成内院、外院，有了这一切还不
够，为了充分利用空间，院落中4
个方向均需安置房屋，这就是四合
院格局的由来。

《礼记》的那个时代距离今天太
远了，那里面的很多讲究，今天的我
们并不认同，但古人却一直视为经
典，并将其作为做人做事的准则。
于是本着内外有别的规则，各地的
房屋样式固然很不相同，却不约而
同都采用了四合院的建筑要素。

——摘自《文明史里看中国：
手绘中国四合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