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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修养必读丛书》

前言

中华民族，在上古时候称为华族和夏族，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两者逐渐融合，并合称“华夏族”
。时至今日，海外许多地区和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
国，均称呼华裔为华族。从海外的观点看，华夏子孙、华人和华侨等均可称为华族。纵观世界一切古
老民族，中华民族乃世界最大最古老的族群。中华民族之于祖国，犹如大树之于树根，婴胎之于母体
。维系婴胎与母亲的胎衣和脐带，乃中华传统文化！毋庸讳言，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优秀的传统正在逐
渐被淡化、忘却，许多引以为骄傲的民族文化正在悠然远去。薪火相传，承续中华民族血脉，捍卫华
族精神家园，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领海诸群岛的各族人群，以及海外
华裔的神圣责任。倘若我们这一代人不担负起承继文化的重责，那么，在外来文化袭扰之下，假以时
日，我们的优秀文化将在渐渐淡化中成为残缺的记忆。今天，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的时刻
，让我们再次认真思考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关系。没有文化的复兴，民族和国家也就没有认同的基础
。我们说，民族复兴的强大支柱，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数字，更是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整体素质的提
高。复兴中华民族，首先要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而复兴中华文化这项重要工程，则是用文字将厚重
的传统文化镌刻在我们及其后人的记忆里，用行动去唤醒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中华文化是一
个浩瀚的海洋。我们仅仅是撷取一个浪花，并以读本的形式，通过全新视觉解读中华文化渊薮，探寻
中华文化的奥秘，分析中华民族特质、禀赋、习俗，研究华族心理习惯。北宋哲学家张载有四句非常
著名的言论，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讲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之中的“学”，不仅仅是儒家的圣贤书，更包括了自尧舜开始到
周孔，以至于后世的中华文化。此著虽不敢枉自标榜“继绝学”，但愿以“横渠四句”为标尺，以实
际行动记述中华民族独特而优秀的文化气质，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优秀品质以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捍卫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树立
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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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中华文化的传承这一主线谋篇布局，分为起源篇、文化篇、伟业篇、伦理篇、修养篇、风俗
篇、杂篇七部分，以散文和随笔的笔触，带你探寻华族始祖起源，创世神话，民族文化图腾，以及民
族性格和民族智慧基因。以精简的文字和图片勾勒出中华民族历史上创造的灿烂文化的全景，并加以
作者的论述。
今天，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的时刻，本书站在时代高度典藏式地梳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可谓视觉新颖独特，是一部承续华族血脉、激扬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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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南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河南省南阳市文联党组书记。1963年出生
于河南省社旗县，自青年时代开始文学创作，涉猎杂文、散文、诗歌和小说等多个领域。曾创作有《
秦国第一相》、《大秦名相》等小说、文学剧本多部。2008年，大型电视剧剧本《大秦名相》获河南
省优秀剧本征集入选奖。二月河，本名凌解放。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河南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他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
帝》《乾隆皇帝》，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压轴作品”。周同宾，1941
年生，河南省社旗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南阳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以乡土文学著称于世。其作品集《皇天后土——99个农民说人生》于1998年获全国首届
鲁迅文学奖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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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说到中华，你会联想到什么？ 是那奔腾汹涌的黄河长江，那广袤无垠的土地，还
是那片肥沃土地上辛勤善良而又充满智慧的人们？ 在浩若烟海的文化典籍里，我们查找两个熟悉的词
“中华”和“华夏”，却发现它们的形成年代，竟然比长城还要早一千年。 说到华夏的来历，可以追
溯到上古的五帝时期。“华”和“夏”在“五帝”时期分别是两个不同的部族，后来经过长期的融合
过程形成了“华夏族”。“华夏”，原意为“光荣的夏人”。“五帝”时期还属于中国原始社会晚期
的部落联盟时代，“帝”即部落联盟首领。五帝当中尧、舜二帝都被奉为“上古圣王”之一，“华”
和“夏”两个不同的部族融合开始就发生在尧舜两帝时期。 舜是“五帝”时期最后一帝，但“舜”并
非其本名，而是谥号，即死后的尊号。他本人的名字不叫“舜”，而是叫“重华”。“重华”的“重
”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而“华”才是舜的名字。这个氏族在帝颛顼高阳氏时代担任
过部落联盟世袭公职“句芒”。后来，“舜”被广为流传，他的名字“重华”中的“华”则成为“族
称”，其本名反而逐渐淡忘了，所以后人们习惯称其为“舜”，而非“重华”。 “有虞氏”，是舜最
初所在的部落名称。“虞”本是尧帝时期的“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
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
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翻阅史书，我们发现，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
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但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是以《
虞书》开篇的。 虞帝舜的名字为“华”，按照氏族部落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其后
裔共有的名称。在舜建立国家政权后，人们沿袭古老的习俗，以舜的名字称呼有虞氏朝族裔及有虞氏
朝治理下的人民为“华”。“华”作为族称见于《尚书·周书·武成》，意思是指先圣王的后代，即
远古社会的贵族。这是“华”早期的内涵。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注：“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
之大，故称夏。”后来的“华”作为族称又见于《北史·西域传》，意思却是指所有的中国人了，这
是广义的内涵。再往后，“华”作为族称流传下来，直到现在，成为约定俗成的对全体中国人的称呼
。即使迁徙到海外，也叫海外华人。如果拥有其他国籍，也叫外籍华裔。广义的“华”和狭义之“华
”的区别就在于“华”与“夏”的融合，狭义之“华”是融合以前的，而广义之“华”则是融合以后
的。 “五帝”时期结束后，“夏后氏”建立夏朝统治了当时的中国。“夏”只是承袭了夏部落的名字
。此后，部落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是夏王朝
的开端。在夏朝建立的过程中，“华”和“夏”形成了民族融合，初步形成了“华夏文明”，同时“
华”与“夏”这两个部族形成了一个民族，并有了共同的称谓——“华夏”。“华夏”之名最早见于
《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蜜尴，罔不率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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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拖了三年之久，总算搁笔，有所交待了。    打算写这部书，是在2008年我的电视剧剧本《大秦名相》
获河南省优秀剧本入选奖之后，动议的起因来自一件小事。那一年，在美国的一个本家哥从美国归来
，闲谈中扯到了海外华人，尤其是小孩，一个个都变成了“黄香蕉”。什么是“黄香蕉”？皮肤是黄
的，而里面却是“白的”，也就是丢掉了老祖先传下来的文化，内在的思想习惯、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都西化了，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西方人。为此，他把自己仅两岁多的儿子送回国，接受原原本本的中国
传统教育，还四处寻找《三字经》之类的书。后来，我就想，哥哥将侄子送回来的初衷，是否也值得
我们学习？我们身在祖国，老祖先留下的文化薪火，那些被海外华人以及西方有识之士视为瑰宝的文
化，是否就传承好了？    说句实话，在追逐金钱的狂潮声中，浮华与喧嚣的背后，我们深厚的中华文
化如何传承，前景真让人担忧。我认为，一个仅有金钱的民族，是赢弱的民族。历史上，中华民族之
所以屹立东方，是因为我们自古就有一种精神。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各方力量都靠体力说话
去惨烈搏杀的时候，我们东方先贤已经将视野转向了大战略的研究，将对“道”的研究放在了研究社
会和自然的首位，并以“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作为自我修养标准，崇尚文化，讲究礼仪，恪守道
德⋯⋯今天，中华民族即将复兴，崛起的关键点在于文化，在于是否传承好、继承好“薪火”，保持
传承我们优秀的引以为骄傲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在海外华人眼里是神圣的，就是因为他们亲
身对比了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不自觉地产生了对具有包容精神、神奇魅力的中华文化的依恋和向往。
那么，面对这一切，我们能为传承文化做点什么呢？    世代相续，薪火相传，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肩负
一份责任，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有鉴于此，远离喧嚣闹市，我躲进斗室静静思考，内心默默念叨：
是行动的时候啦！于是，我以敬畏之心握准开启文化宝库的钥匙，叩启先人宝库的大门。哪怕是仅仅
开启一道门缝，我颤巍着描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试图融会贯通，然后采取打包的办法写一部阐释
中华文化的书！至今感佩不已的是，此动议得到了姚进忠先生的赞同和指导。在写书过程中，我提到
了该书的创作情况，并提出想发动文化“薪火”行动的想法，王新会先生对此予以鼓励和高度评价。
景文栓、王同杰先生多次探讨并对文章内容布局建言献策。唐明华、郭启华二位先生也大力声援支持
。在此期间，《南阳晚报》曾经分6次摘编了我书中的部分内容。南阳书法家协会的马绍棠、尹先敦
主席分别给该书奉献了珍贵的墨宝，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传承，对于作者来说是想传递点什么；而
对后来者来说，就意味着需要珍藏和铭记。尽管该书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算有了可以传递
的舵和桨，我希望以后会有人忽然有所发现，续此航程，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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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优秀的传统正在逐渐被淡化、忘却，许多引以为骄傲的、民族文化正在悠然远去。
但是中华民族想要更自信，想要更丰厚，想要生命更有活力，那就离不开这种传统文化的滋养。——
河南电视台《传承》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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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历史小说家  二月河著名作家  周同宾        联袂评阅  倾情推荐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声中回顾历史  
感念先贤重拾传统文化中曾经蒙灰的颗颗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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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从文化传统习惯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讲修养的民族。我期盼，我们的孩子在
什么时候能丢掉沉重包袱，都普及点国学，了解古人是如何全面发展的⋯⋯——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 
二月河在民族复兴的前夜，我们感念先贤，他们给予后人的一切。现代人在社会进程中所遇到的一切
问题，几乎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答案。——著名作家  周同宾今天，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已经吹
响的时刻，让我们再次认真思考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关系。没有文化的复兴，民族和国家也就没有认
同的基础。——本书作者  薛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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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喜欢二月河的书，因为他的推荐，所以拿起了这本书。每一篇章前都有二月河或者周同宾的点
评，很精辟。我认为这本书体现了作者们的良苦用心，看到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
2、这本书很适合讲给孩子们听。概括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精髓。二月河等的点评忧国忧民，值得深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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