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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经脉》

《中华文明的经脉》是著名史学家姜义华教授新近的一本力

作。姜义华教授指出，理解中华文明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政治大一

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柢”，它是整个文明体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

基本诉求与重要支柱。这本著作以中华文明的演进为视角．指出

“人从来不是完全孤立的、原子化的存在，只有在族群、国家、文明

这样一些命运共同体中，他们方才能够成为真正现实的存在”．就

国冢而言，它“源于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的命运共同体，其中一部

分是基于不同利益长期互相博彝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一部分是

基于不同利益互惠互补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从中国的历史与

现实出发，“中华文明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

姜义华著

商务印书馆2019年出版

中
华
文
明
的
经
脉

行解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中国一直有着一个大一统的传统，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

历史资源，也是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有这样强大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此为起点，

我们可以在历史研究中详细考察维系大一统格局的经济基础、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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