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族以漢族為主，漢族語言為漢語，屬漢藏

語系，是世界歷史悠久的語言；按學術界漢語分類

有：普通話、粵語、吳語、閩語、湘語、贛語、客家

話等七大方言。漢語含書面語以及口語兩部分，古代

書面漢語叫文言文，現代書面漢語指使用標準漢語語

法通行的文體。漢語是單音節語言，有音樂性和節奏

感，亦使中國文章有可誦讀性。目前全球有六分之一

人口使用漢語作爲母語。

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除回族、滿族已轉用漢語，其他53個民族都有自己語言。少數民

族語言有三類：第一類如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等族有聚居區，人口在百萬以

上，民族文字歷史悠久，本族語言除在家居使用外，還在區內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使

用。第二類如彝族和傣族，有聚居區但其傳統文字沒有規範，族內

方言差異較大，民族語言在社會上應用不廣泛。第三類民族語言只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沒有本民族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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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的語言文字

中华文化的承传

中國有53個少數民族都保有自己的語言。

中華民族以漢族為主，

漢族語言為漢語。

漢語是單音節語言，

有音樂性和節奏感。

漢語是歷史悠久的語言，全球

有六分之一人口以漢語爲母語。



史上只有漢字從沒間斷地演變過來，是現今世

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文字，中華文化是用漢字建構

的文明。漢字起源由結繩記事開始，黃帝記事官倉

頡依據鳥獸和事物形狀創造象形符號，形成古漢

字；經過幾千年演變，成為今天全球華人使用的繁

簡體漢字。最早被發現的漢字是商周時期刻在龜甲

和骨上的甲骨文；秦統一中國後，在大篆和六國古

文基礎上制定出小篆，作為標準的書寫字體，統一

了文字。

文字統一促進中華各民族間的文化傳播，對民族認同和國家統一起積極作用。楷書誕生

後，漢字字形字體就穩定下來，確定了「橫、豎、撇、點、捺、挑、折」的基本筆劃，筆形

進一步規範化，文字的筆劃數和筆順也固定下來，而楷書亦成為漢字的標準。漢字總數約有

一萬個，其中常用的有三千個，可以組成無窮的片語和各式各樣的句子。

華人的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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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統一後，把小篆作為全國規範的文字，功不可沒。

最早被發現的漢字是商周時

期刻在龜甲和骨上的甲骨文。
漢字起源由結繩記事開始

世界歷史上只有漢字

從沒間斷地演變過來。



中國的姓氏絕大多數是在春秋戰國形成的。經過數千年

的分衍發展，歷史上曾使用的姓氏超過二萬個。姓是「女」

和「生」組成的，表示從母得生，因生得姓，意味著上古中

國是母系社會，子女都跟母姓。� 歷史上「氏」出現較晚，是

姓的衍生，約起於父系社會，盛行於周代分封制度。由於子

孫繁衍，同姓氏族又分若干支，每支有一個稱號，這就是

氏；例如姬是周代祖先的姓，其後分為孟、季、孫、游等

氏。

周代嚴密的姓氏制度，只有貴族才有姓氏，平民沒有姓

氏。貴族中女子稱姓，男子稱氏，姓是用來別婚姻的，氏是

用來明貴賤的。到宋代初，浙江一位老儒生經多方考證，依

據姓氏的血緣關係，以四言韻文依次排列撰寫《百家姓》；

當中的「百」，是喻姓氏之多，並非指一百家，實收錄438個姓氏。當今華人社會流傳著

「同姓三分親」和「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俚語，反映華人重視姓氏文化。

姓氏與祭祖文化

中华文化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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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是姓的衍生，盛行於周代分封制度。「同姓三分親」和「五百年前是一家」

 的俚語反映華人重視姓氏文化。

上古中國是母系社

會，子女都跟母姓。

中國的姓氏絕大多數

是在春秋戰國形成的。



《禮記‧祭統》有「祭者教之本也」

的說法，祭天祭祖就是古代民眾報本答恩

的方式。敬天必忠君，於是忠道得以申

張；法祖則重喪祭，孝道得以宏揚。宗法

傳統的信仰使古代民眾心靈上得到祖先的

保祐，同時也是培養民眾恭敬孝順之心。

為了祈求豐年，古代民眾對土地和穀物的

崇拜成為祭祀的核心，社稷之祭僅次於祭

天，幾與祭祖相等；是因為民以食為天，

收成的好壞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發展。

祖先崇拜發生自氏族社會，以父系血緣為脈絡的祖先崇拜強化祭祖文化。各地民眾的祭

祀活動豐富，以宗祠或家廟為中心的祭祖文化，由於受宗法制度的影響，以血緣為紐帶的集

體祭祖活動經久不衰；各地宗祠不單是處理信仰事務的場所，族中議事、集會、重大禮典、

懲罰違犯族規、解決族內重大糾紛等活動都在宗祠中舉行。

姓氏與祭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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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父系血緣為脈絡的祖

先崇拜強化了祭祖文化。

宗法傳統的信仰使古代民眾心靈上得到祖先的保祐。

祭天祭祖就是古代民

眾報本答恩的方式。

議事、禮典、懲罰違犯族規、解

決族內糾紛等都在宗祠中舉行。



漢服又稱為漢裝、華服，是從黃帝即位到17世紀中葉，在

漢族居住區，以華夏禮儀為中心，通過演化而成的漢族服飾，

承載漢族的染織繡工藝和美學，傳承了30多項中國非物質文化

遺產。漢服特徵為﹕交領右衽﹔無扣結纓﹔褒衣大袖，又以盤

領、直領為其補充。漢服樣式有四大類，再細分有九種，在其

基本款式下又因領口、袖型、束腰等裁剪不同而變化出幾百種

款式。

《左傳》說：「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

謂之華。」淵源流長的漢民族服飾璀燦多姿，中國也因此被稱

為「衣冠上國」、「禮儀之邦」。《易經系詞》說﹕「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夏商之後，冠服逐步建立

﹔西周時期周

禮制度形成，

對衣冠禮制有

規定，冠服制

度被歸入禮制

內，成為禮儀

文化的表現，

漢服發展至此

臻完善。

古今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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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時期對衣冠禮制有

規定，被納入禮制內。

漢服承載染織繡工藝，傳

承了30多項非物質文化。

漢服是從黃帝即位到十

七世紀中葉的漢族服飾。

漢服璀燦多姿，中國因此被稱

為「衣冠上國」、「禮儀之邦」。



穿漢服不僅是傳統服飾之美，亦體現追求

天人合一的禮教文化。漢朝依據四書五經形成

冠服體系，在宗法文化下，服飾具有昭名分、

辨等威、別貴賤的作用，亦為吉禮、凶禮、賓

禮、軍禮、嘉禮的禮服；普通漢人的家禮包括

冠婚喪祭四禮時也穿漢服。由於華夏儒家文化

的傳播，漢服影響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越

南、蒙古、不丹等服飾，均仿效華夏禮儀制度

及借鑒漢服特徵用於吉凶賓軍嘉五禮。

以深衣為例，漢服必須符合「規、矩、

繩、權衡」。深衣下擺用布帛共12幅，以應一

年12月之意，體現法天思想。衣袖呈圓弧狀以

應規，交領處成矩形以應方，代表做人要有規

矩。衣帶下

垂很長，一

直到腳踝，

代表正直。

下襟與地面齊平，代表權衡。當人穿上漢服，自然就會注

意言行舉止，由此可見漢服蘊涵著傳統文化的內涵，受儒

道墨法諸家哲學思想的影響。

古今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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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法文化下，服飾

具有昭名分、辨等威、

別貴賤的作用。

穿漢服不僅是傳統服

飾之美，亦體現追求

天人合一的禮教文化。

漢服特徵為交領右衽﹔無扣結纓﹔褒衣大袖。

漢服蘊涵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

受儒道墨法諸家哲學思想的影響。



中國菜又叫中餐，源於中國，並對東亞地

區和海外華人的飲食文化帶來影響，也是中國

傳統文化的組成，是世界三大料理之一。中式

餐飲文化歷史悠久，中國人發明了炒 (爆、

溜 )、燒 (燜、煨、燴、鹵 )、煎 (溻、貼 )、炸

(烹 )、煮 (氽、燉、煲 )、蒸、烤 (醃、熏、風

乾)、涼拌、淋等烹飪方式，又向其他民族學習

了扒、涮等方式用來製作菜肴。中國菜的特點

為：色、香、味、意、形，被稱為國菜五品。

中國菜系之多是由於地區廣大，從南向北的熱帶、副熱帶一路到溫寒帶，由南海島嶼至

大陸性氣候，還有世界屋脊的高原山脈與源遠流長的河流、窪地與湖泊，提供了多元的食

材；加上持續幾千年的文化傳承與廚藝創新，使各地菜餚差異，並形成有一定知名度並為人

們所喜愛的地方風味流派，稱作菜系。

中國菜系

中华文化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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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發明了炒、燒、煎、炸、煮、

蒸、烤、拌、淋、扒、涮等方式來

製作菜肴等烹飪方式。

中國地區廣大，菜系繁多，從南向北的熱

帶、副熱帶到溫寒帶，提供了多元的食材。

中國菜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

部分，是世界三大料理之一。

中國菜的特點為：色、香、味、意、形，被稱為國菜五品。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南北菜肴風味就出現差異，到唐宋時，南北食各自

形成體系；發展到清初，魯菜、蘇菜、粵菜、川菜成為最有影響的地方菜，被稱作四大菜系。到

清末時，浙菜、閩菜、湘菜、徽菜四大新地方菜系形成，共同構成中國飲食文化中的八大菜系 。

經歷代名廚傳承至今，形成各具特色的菜系，除影響較大的八大菜系外，還有藥膳（魯菜系的起

源）、東北菜（東北）、贛菜（江西）、京菜（北京）、津菜（天津）、豫菜（河南）、冀菜

（河北）、鄂菜（湖北）、本幫菜（上海）、客家菜等特色菜系，代表了各地傳統烹飪技藝。

中國菜系

中华文化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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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菜      鹹鮮、食療養生、重油味、重鹽

川 菜      重油、重鹽、麻辣鮮香

粵 菜      原汁原味、鹹、鮮、清淡

蘇 菜      甜、黃酒味

閩 菜      鹹甜（南部）、香辣（北部）

徽 菜      濃油赤醬、醫食同源、湯汁味濃、鮮鬱本真

湘 菜      重油、重鹽、重辣、醃制臘味

浙 菜      細、特、鮮、嫩，用黃酒，喜清鮮

八
大
菜
系

口 
味
特
點

中國菜的特點為：色、香、味、

意、形，被稱為國菜五品。

到唐宋時，中國南北飲

食文化各自形成體系。

除影響較大的八大菜系外，還有藥膳

及各地各有傳統特色烹飪技藝的菜系。

發展到清初，魯菜、蘇菜、粵菜、

川菜成為最有影響的四大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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