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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到现在已经进行四年了。1995年，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作为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首先在52所高等学校进行试点，试点工作得到高等学校的普遍认
同和积极响应。通过近三年的实践，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试点工作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
教育部又相继出台了几项重要措施：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成立
了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全国普通高校建立了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等，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从此由试点逐步向全国高校推开。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要使加
强文化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实现“三提高”：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全体教师的文化
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实现“三提高”应是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更高的境界，也
将把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我国和世界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要求，以及21世纪
对人才的需求出发，我国原有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确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人文教育薄弱就是
较为突出的一点。实践证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对于推动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改革，推动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对于高等学校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具有重要意
义。无疑，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切入点，切中了
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时弊，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而且也顺应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潮流。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以及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无疑为我们进
一步开展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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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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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韩、柳之后不久，古文运动趋于衰微。到了晚唐，出现了一批小品文作品。如皮日休的《鹿门
隐书》，充满对统治者的愤怒和讽刺；罗隐的《谗书》，几乎全是抗争和激愤之谈；陆龟蒙的寓言和
小品，鲜明、幽默、尖锐。鲁迅称赞这些作家“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再度弥漫的骈
俪之风从晚唐延续到宋初。宋初王禹傅、石介、柳开、孙复、穆修等人起而反对，但收效不大。到欧
阳修等掀起第二次古文运动，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欧阳修的散文，无论叙事、议论、抒情、技巧都
很高。他的《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是具有强烈战斗性和严密逻辑性的政论文，言词锋利，爱
憎鲜明，理直气壮，痛快淋漓；《祭石曼卿文》哀悼亡友，感情悲凉，而语言道劲挺拔；《泷冈阡表
》感念父母教诲之恩，率意写来，不事藻饰，而语语人情，动人悲思；《醉翁亭记》文笔旋转跳脱，
清新圆熟，写景与抒情水乳交融，化为一体，是游记体的新创；《秋声赋》是一篇诗意浓郁的散体赋
。其《新五代史》传论中亦不乏佳作，如《宦者传论》、《伶官传论》等，可与《史记》论赞相颉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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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伟大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目前正在海内外普遍兴起的“中国文化热”，既反映了亿万炎黄子孙对世世代代哺育自己的伟大
中华母亲的无比热爱，也表现了全世界各族人民对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向往和崇敬。近几年来，有关中
国文化的各种类型的论著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有包罗很广的文化史丛书，有大中小型的文化辞典
，有普及性的文化常识介绍，有专题性的研究论集和理论专著等。然而，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化史
的一些基本知识，比较系统地叙述其发展过程和大致脉络，而且带有教学参考书性质的著作，目前还
没有看到。本书就是适应这种情况而组织编写的。“文化”一词的外延有广有狭，迄今理解并不完全
一致。我们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不外典章制度、社会习俗、文化艺术、文学创作、哲学宗教、科学
技术等等。本书各章的选题和分编，就是出于这种认识和考虑。显然，应该列入而未列入的题目和应
该讲而没有讲到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目前设置的这些章节，难于满足各方面读者的要求，更不足以
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全貌。这主要是由于篇幅的局限，以后有机会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本书的读
者对象，以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文科各系包括中文、历史、哲学、宗教、社会、政治、经济、法律、
教育、新闻、外语、旅游、文秘等系教师和本科、专科学生、研究生为主，可以作为上述专业的选修
课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用；同时也可供大学理科各系师生、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和广大文化史爱好
者和自学者阅读，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参考。既考虑到国内读者的不同需求，也期望引起海外读者
的普遍兴趣。本书编写的原则，一是介绍知识坚持科学性，二是历史叙述力求具有系统性，三是文字
表达尽量做到简单明要，通俗易懂。其中有些学术问题，研究者之间可能存在不同见解，我们尽量择
善而从，采取目前大多数人所能接受或编写者认为比较稳妥的一种意见，其他见解一般就不列举。书
中所涉及的学科比较多，有些题目较为专门，各专题的范围有广有狭，论述有深有浅，因而所占篇幅
未必相等，详略未必相称。由于文笔出自多人，必须充分尊重各章撰写者的个性，所以无论观点和风
格都不强求一律。体例方面也不完全一致（如有的篇章难字注音）。本书在编写中参考了许多相关的
论著，广泛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所征引和涉及的书目、资料甚多，未能一一列出，敬希有
关方面予以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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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史概要(增订2版)》：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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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编者水平很一般，尤为看不惯对人物思想评头论足，并不见得多了解还老说的那么绝对⋯⋯
2、文化
3、终于搞定第一本不定范围专业书。分类方法和内容都是我比较喜欢的，读起来不算太难过。适当
做了一些笔记，一遍过去记不住什么东西啊TT不定范围常识部分真是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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