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讲
 秦汉三国社会的精神生活



  

●教学目的：使学生熟悉并掌握秦汉三国时期的
宗教神学，学术文化，科学发现。

●教学重点：秦汉三国时期的宗教神学；科学
发明。

●教学难点：秦汉三国时期的天文历算。

●教学时数： 3 教时



  

一  宗教神学（一）佛教的传
入

• 佛教是印度悉达多 · 乔答摩创立的宗教
，公元前六世纪形成于古印度的迦毗
罗卫国（地跨今印度尼泊尔之间）。
东汉初年，上流社会的一些达官贵人
对佛教产生兴趣，开始学习佛教。

• 佛教在东汉时期正式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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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塔



  

（二）道家的生成

• 东汉后期，黄老学说的某些内容与阴阳五行以及民间流
行的巫术相结合，老子又加以被神化，逐渐形成早期道
教思想和反映这些思想的著作。

• 于吉曾经有《太平清领书》，今残本《太平经》就是从
此书演化而来。

• 张角广收弟子，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宣传“太平道”
，即以原始道教为信仰基础，秘密组织徒众的。

• 张陵、张鲁传道教的另外一派——“五斗米道”。

• 张鲁在汉末战乱中据汉中地区，自号师君，政教合一。
后来的“天师道”就是由“五斗米道”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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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谶纬：儒学的神学化

• 谶纬神学思想，是
东汉占统治地位的
思想。所谓谶，本
系刻有隐语或预言
的图书符禄，纬则
是用谶等迷信观点
来解释儒家经典。 



  

（三）谶纬：儒学的神学化



  

二   学术文化  （一）哲学

1.儒学是汉代统治者信奉为正统的思想
，吸引了许多人从事研究、充实和发
展。

2.、西汉董仲舒向武帝上“天人三策”
，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成
为官方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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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人物。

 
东汉末年的经学家（下图）



  

4 、除儒学外，《淮南子》和《论衡》值得关注。 

 

http://www.bookuu.com/kgsm/ts/2007/01/30/1054497.shtml


  

（二）史学

      此时期史学上最突出的
成就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和东汉班固的《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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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sedu.cn/resource/yw/dmtzy/%E5%8F%A4%E4%BB%A3%E4%BD%9C%E5%AE%B6/mulu1.htm


  

（三）文学艺术

    

•  期文 作品 形成上看可该时 学 从
分 、散文、 府 三 。为赋 乐 诗 类



  

 

贾太傅故居现貌

（下图）

司马相如牌坊（上
图）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C%D6%D2%CB%B9%CA%BE%D3&in=1&cl=2&cm=1&sc=0&lm=-1&pn=0&rn=1


  

三  科学发明 （一）天文历算
西 于天体 有三 法：汉时关 结构 种说

一 “ 宣夜 ” ，为 说

 二 “ 盖天 ” ，为 说

 三 天 。为浑 说



  

 

在 方面，数学
在 武帝约 汉 时

期，出 在中现
存第一部国现

算 著作《周学
髀算 》。经

http://61.145.9.120:304/web/shuoxuekezu/shuxuebaike/shuxuedianji/05zhou.htm


  

东汉时，张衡在
天文学方面的造
诣很深。在研究
典籍和实际观测
的基础上写成了
《灵宪》。

 



  

•  

    浑天仪（下
图）

洲直到欧 1880 年才造出地震
，比 衡 了一千七百多年仪 张 晚

。

衡是我 古代的一位科 巨张 国 学
匠。他在天文 方面的 造是学 创
不可磨 的灭

地震仪



  

二 医学《 帝 》 《 》黄 内经 与 难经



  

东汉的名医张仲景与华陀 



  

（三）农学

• 西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和

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



  

（四）纸的发明

• 秦汉时期，人们曾经普遍用简
帛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但简
重帛贵，于是东汉蔡伦用树皮
、麻头、破布和渔网加工制造
纸，受到皇帝的赞赏，称这种
纸为“蔡侯纸”。



  

麻
纸
书
信
比
蔡
侯
纸
早
一
百
余
年

（
敦
煌
）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在四
大发明中，或许应该说纸是年代最早
，影响最久远，对文明进展积极作用
非常显著的。

–纸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的记录、储
存、传播、继承，都有了巨大进步。

•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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