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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hlreiche elementare Wörter wie άνθρωπος (ánthrop os „Mensch“), θάλασσα (thálassa „Meer“),
θεός (theós „Gott“), ουρανός (ouranós „Himmel“) oder ϕίλος (fílos „Freund“) sind seit Jahrtausenden na-
hezu unverändert Bestandteil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

πολλὰ τὰ δεινὰ κοὐδὲν ἀνθρώπου δεινότερον πέλει.
τοῦτο καὶ πολιοῦ πέραν πόντου χειµερίῳ νότῳ
χωρεῖ, περιβρυχίοισιν

περῶν ὑπ᾽ οἴδµασιν.
θεῶν τε τὰν ὑπερτάταν, Γᾶν
ἄϕθιτον, ἀκαµάταν, ἀποτρύεται

ἰλλοµένων ἀρότρων ἔτος εἰς ἔτος,
ἱππείῳ γένει πολεύων.

今日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華民國
中国
维基百科，⾃由的百科全书

中国原指华夏族的发源地中原地区，后⼜指中原政权的辖境[1][2][3][4][5]。中原位于河南省为核
⼼的河中下游[6]，约360万平⽅公⾥的古代汉地九州，是中国政治经济核⼼地带。历代王朝政
权透过与周边各族政权的交流与征战，疆域版图⼏经扩张与缩减，⽬前包括⿊江流域、塞
北、西域、藏及南海诸岛等地。现今国际上⼴泛承认代表“中国”的政权是中华⼈共和国[a]。
华夏是⼈类的⽂明摇篮之⼀。 新⽯器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出现聚落组织[12]；公元前27世纪左右
出现⽅国，⽅国制度以共主为⾸；前20世纪开始，古代中国进⼊世袭的封建阶段；公元前2世
纪，秦灭六国，完成中国第⼀次⼤⼀统。[13]此后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制度以半传统的夏代为
基础的世袭君主制运作，此后经多次扩⼤，破裂，重组，朝代更迭，经过数次统⼀与分裂交替进
⾏。直到1911年⾟亥⾰命后建⽴中华国，废除君主制，实⾏共和制。1945年第⼆次国共内战
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控制中国的⼤部分领⼟，1949年10⽉1⽇，中华⼈共和国建⽴。中
国国党执政的中华国政府撤退⾄台湾，形成两岸分治的现状[14]。在联合国系统内，中华
国政府拥有“中国”代表权，直到1971年联合国⼤会2758号决议通过后，被中华⼈共和国取 代。

中国经济在相当的历史时期中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周期通常与王朝的兴衰更替对应。中
国经济史可分为⼏个阶段：第⼀阶段为远古⾄西晋末年，其中以三国孙吴时转变较⼤；第⼆阶段
为东晋⾄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乱划分为前后；第三阶段为南宋建⽴⾄鸦⽚战争[15]。⾃明
清以来，由于保守的对外政策，实⾏海禁，以及受重农抑商思想和对于⼯业的轻视，中国⼯业化
程度发展较慢。⽽西⽅国家在19世纪⼯业⾰命后的⼯业成品，⽆论在数量和质量上，相较于当时
中国纯⼿⼯业经济出产的商品，占有压倒性优势，⽽同时期的西⽅由于⼯业⾰命的影响，⼯业化
⽔平⼤幅提⾼，以⼯业为基础的经济也快速发展，致使中国经济遂落后于西⽅。1978年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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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施⾏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渐显著[16]。⽬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
全球第⼆⼤经济体。

中国⽂化历经上千年的历史演变，是各区域、各族古代⽂化期相互交流、借鉴、融合的结
果。在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形成了多元⼀体的中华⽂化格局[17]。作为其主体的汉⽂化对⽇
本、朝鲜和东南亚有深远影响，形成汉字⽂化圈。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有国乐、相声、戏曲、书
法、国画、⽂学、陶瓷艺术、雕刻等，传统娱乐活动有象棋、围棋、⿇将、中国武术等。茶、
酒、菜和筷⼦等为中国的特⾊饮⽂化，春节（阴历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七⼣、中秋、
重阳、冬⾄等为中国传统节⽇。中国传统上是⼀个儒学国家，以夏历为历法，以五伦为道德准
则。春秋时期孔⼦“有教⽆类，因材施教”开始办私塾培养⼈才，汉朝时采⽤察举推选政府官员，
隋朝起实⾏科举在平中选拔⼈才。此外，中国历朝历代都设有史官，因此保存有⼗分详尽的历
史资料，如《⼆⼗四史》、《资治通鉴》等。古代中国在科学领域上也有丰厚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