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7课 昌盛的秦汉文化（二）



• 同学们，我班假期参与中央电视台《搜寻
天下》、《探索发现》等栏目组的同学今
天来到了课堂，还带来了他们录制的节目，
主要是介绍秦汉时期在宗教、史学和艺术
方面突出的成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领
略秦汉时的文化风采吧!请第一组的同学来
展示你们的搜寻报告



• 我们拍摄小组首先来到了河南洛阳的著名
寺庙白马寺，这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
被佛门弟子尊为“祖庭”，后来寺就成了
中国僧院的泛称，下面请我组成员详细的
介绍有关白马寺的资料。







白马寺简介

• 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乃佛教传入
我国后官办的第一座寺院，被中外佛教界誉为"释源"、"
祖庭"。
    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史载：
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
法。公元六十七年，汉使及印度二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以
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洛，汉明帝躬亲迎奉。公元六十八
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
功，故名该僧院为白马寺。
    白马寺座北面南，总面积二百余亩，其主体建筑有：天
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五层殿堂及中国
第一释迦舍利塔。白马寺是一处保存完整、古色古香的古
建筑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
院。2001年1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4A景区（点）。 





• 为什么佛教能在我国广泛的传播？与佛教
宣传的哪些思想有关？

• ① 佛教的基本教义。 
• ②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你知道佛教的教义吗？

•         现实人生就是“苦”。痛苦由人自身的
贪念等造成。贪念等引起善恶行为，又产生
轮回报应。人的今生如果能忍受痛苦，虔诚
信佛，来世就能幸福。

• 这种教义要求人们放弃对现实压迫的斗争，
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 一、佛教的传入

• 1、起源地：古印度。

• 2、传入时间：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汉明帝派
使臣到天竺求佛法，促进了佛教在我国的传播。）
白马寺是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

• 3、基本教义：生死轮回、因果报应。

• 4、影响：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对后世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如：泉州的开元寺跟佛教有关。



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有哪些?
• 一、佛教的建筑,如：少林寺、龙门石窟、
莫高窟。

• 二、佛教的人物，如：观世音菩萨、如来
佛祖。

• 三、佛教语言，如：烦恼、口头禅，不可
思议、自由自在、无事不登三宝殿、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等。



佛教四大名山——峨眉山

峨眉金顶

峨眉山万年寺普贤金铜像



佛教四大名山——普陀山和观音造像



佛教四大名山——九华山

九华山地藏菩萨



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

文殊菩萨



• 佛教的兴起与传播，对我国古代社会和文
化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请大家想
一想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有哪些？

• 文学：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
文体、词语等。激发了中国神魔小说的创
作热潮，《西游记》就是其中优秀者。

• 艺术：随着佛教的传人，带有佛教艺术特
色的塔、像、寺、建筑兴起，石窟艺术、
雕刻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舞蹈艺术都
程度不同地受到佛教的影响。



•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家教，你知道它的
渊源吗？青城山与道教有什么关系？你听
说过八仙过海的故事吗？他们是些什么人？
相信等你看完了我们搜寻小组的介绍，你
就会明白了。 

• 八仙，就是道教供奉的并且在民间广泛流
传的八名得道仙真人， 指的是钟离权、张
果老、吕洞宾、李铁拐、何仙姑、蓝采和、
韩湘子 和曹国舅等八人 



道教圣地——青城山

二、道教的兴起



• 青城山上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道教发源
地之一。传说道教天师张道陵晚年显道于
青城山，并在此羽化。此后，青城山成为
天师道的祖山，全国各地历代天师均来青
城山朝拜祖庭。 



道教教主——太上老君

老子 太上老君

神化



• 二、道教的兴起
• 1、起源地：古代中国。  2、形成时期：东汉后
期。

• 3、思想来源：神仙方术和道家思想。
• 4、基本教义：乐生、重生；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 5、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重现世
的特点。

• 6、影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
古代民俗中出现的来自道教虚构的神仙世界（玉
皇大帝、太上老君、八仙等），泉州清源山老君
岩 



•         道教认为生、老、病、死虽是宇宙中不
可抗拒的规律，但通过自身修炼，可以做到
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精神修炼是一种重要
的方法。服食丹药是另一种重要方法。丹药
分外丹和内丹，外丹用炉鼎烧炼矿石药物而
成，说服之可令不老不死。内丹就是气功。

你知道道教的教义吗？



遍布各地的城隍庙（城隍：古代神话中守城池的神）



归元寺 宝通寺



长  春  观





无处不在的土地庙



• 道教在它诞生之后，就对中国文化直接产
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封建社会
的后期，中国文化随处可以见到道教影响
的印迹。由其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
同学们接触的比较多，可以试着举一些例
子。



• 文学：我国著名的几部古典小说，《西游记》的
人物有以如来佛和玉皇大帝为首的佛、道两个系
统；道教还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家艺术想像力
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李白诗作中那种瞬息万变
的丰富想像力，就同他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有着明
显的关系。

• 艺术：道教的宫观建筑和雕塑绘画艺术，丰富了
中国的园林和艺术，  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四大
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道教方士在炼制丹药中发
明的。道教讲究养生之道，保存并发展了气功，
也对中国的人体科



联系现实如何正确认识正统宗教和
邪教的区别？

• ①邪教与宗教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教义的内
容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宗教与政治、与
国家的关系上。邪教的根本点在于其具有
反世俗生活和反国家性。②“法轮功”以
各种非法方式扰乱社会秩序，害人夺命，
完全具备邪教的各种特征，并对正常的宗
教信仰自由造成极大危害。③在尊重和保
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必须防范和打击
邪教。



道教和佛教的区别

对人生的态度: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

                         道教:认为人生是快乐的

    教义特点:     佛教是注重来世

                        道教是关注现实,重现世



教别 发源地 时间 信仰对象 宗教场所 教       义

佛教 印度 西汉末年 佛 寺院 转世投胎,忍受苦难
虔诚信佛,来世幸福

道教 中国 东汉时期 神仙 道观
修身养性,炼制丹药
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请同学们想一想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总是积极提
倡和扶持佛教和道教?



• 大家好！这里是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风追
司马的大型文化活动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
我们的现场是位于文化历史名城韩城的司马迁祠，
在这里让我们追寻的人曾经或者应该说是一个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么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
马迁，他是我们的史祖宗。现在我去采访现场嘉
宾，请他们给我们进行详细的介绍。

• 多媒体显示：《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直播现场图
片》 



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风追司马

        大型文化活动的直播现场 



司马祠现场-------司马古道龙凤旗开 



司马祠现场--------嘉宾拜谒



司马祠-------高山仰止

       司马迁
祠位于陕西
韩城，是后
世人民为了
纪念我国西
汉时期著名
的史学家司
马迁而修建
的。



司马迁生平

•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
文学家、思想家，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所著《史记》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建元六年，
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汉
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
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公元
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
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
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
刑。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
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公
元前90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6岁。对于司马迁的死因，因史料无
明确记载，至今仍为未解之谜。



《史记》
② 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
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是如何写成历史巨著《史记》
的？从中你受到了什么启发？ 

• 首先，司马迁有远大的志向，立志“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其次，为实现他的志向作了大量艰苦的努力，不
仅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还遍历祖国南北，实地考
查、访问、收集大量资料。即使在受了“腐刑”
后，也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启示：我们也要像
司马迁一样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实现理想而努
力，不能小有挫折就退缩，只要坚持去做，就会
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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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样看待这句话呢？



• 指《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主要
是因为它开创了编写历史著作的新体例──
纪传体，这种体例一直被历代的史学家所
沿用。同时《史记》还反映了司马迁全面
的历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写作精神。这是难
能可贵的。



• 学生们！这次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
风追司马的大型文化活动就要结束了，请
现场嘉宾作一总结发言

• 司马迁不仅是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更
重要的是给我们人文知识分子树立了千秋
的精神，我们今天追寻他应该把知识分子
的文化的人格永远地保存下去，发扬开来。
我相信这个精神是一定能够永远地流传下
去的。 



２、《史记》怎样评价历史人物？

    实事求是。如：肯定陈胜、吴广起义，指斥
暴君、酷吏，大胆评论汉武帝的功过等。 

（ 在君主专制的年代里，“伴君如伴虎”。司
马迁却敢于指出汉武帝的过失，体现了忠于史
事的崇高品德。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
泰山，或轻于鸿毛。”他选择的是“重于泰
山”。因此，他做到了求真务实、不畏权势、
视死如归，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① 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这是世界的
奇迹，民族的骄傲。    

②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太神奇了，
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各国名人的评价：

请问：这些评论与什么事件有关？ 



兵马俑的艺术群像，形象地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军横扫  
六国的磅礴气势。



     检阅的将军     跪射的士兵     立射的士兵 



秦兵马俑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有哪些？ 
用泥土塑造烧制而成，与真人真马大小相当，造型精美。 

驾驭战车的军官





秦兵马俑为什么都面向东方？ 
    秦兵马俑是秦始皇陵墓的地下军阵，
象征着秦始皇统治下秦朝的赫赫军威和
强大国力。秦所灭的六国都在秦国的东
方，兵马俑面向东方，象征着秦王嬴政
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象
征着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和保证秦朝的统
治永存，随时准备镇压六国残余势力的
反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