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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之一。
全书分为历史文化篇、专题文化篇和区域文化篇共三篇十九章。
历史文化篇包括第一至第七章内容，着重从中国地理环境分析其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文化
方面的联系；专题文化篇包括第八至第十一章内容，论述了中国语言、宗教、民俗和建筑文化；区域
文化篇为中国各区域文化概述，包括第十二至第十九章内容，分别阐述了中国文化分区原则和华北、
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7大文化区概况。
本书特色在于有历史文化部分、专题文化部分和区域文化部分。
这与其他文化地理著作有不同之处。
它表现了地理在历史文化中的作用、区域的分布，表现了与地理环境有关联的那一部分文化，而不包
括文化的所有方面。
    本书可供地理、文化、历史、宗教、区域研究等有关科研、教学人员参考使用，亦可供广大读者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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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国家。
虽然她的历史起点没有埃及和巴比伦那么早，但是，它却是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并列的四大文明古
国中唯一一个历史文化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
这一点引起世界许多学者的关注与不断的探索。
另外，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经历过许多王朝的更替，好像舞台上的一幕幕的历史剧，尽管一幕幕剧中人
物并不相同，但其内容却前后有相似之处。
再有，中国这个文化古国经过多次分裂、外族入侵，可是她却仍然一次次又恢复统一。
还有，很多文明古国的文化多是以宗教为代表，而中国的文化却是以礼乐的儒家为代表而名扬于世⋯
⋯。
这些文化特点一直是中外学者探索的课题。
　　关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类：生产
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
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
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指的这些地理环境中的自然富源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些特点也许能获得有意义的思索。
这一点正是本书的重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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