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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曾出现了“满天星斗”说、“文明多元”论等，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中华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经过几千年辛勤的劳动共同创造的。
然而根据学术界所认可的文明起源的要素和标准来看，华夏文明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出现、形成的。
在文明形成的初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天下之中”的地位，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关于文明起源的见解。
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出，文明
的产生有三项要素：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
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197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补记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宫殿基
址是文明产生的三要素。
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
志和要素，并且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文明和国家的形成主要有两
项要素：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建立；②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
恩格斯说“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①，他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去解释文明的
产生。
这些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是判定文明产生的标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

内容概要

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农耕文明，研究黄河农耕文明的形成、特征以及变迁发展历史，能够深
入了解环境变迁与历史发展、文明进程、文化兴衰的关系，了解农耕文明系统中农民的精神世界等。
本书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论述了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产生、农业工具的出现和发展、农田水利的开发利
用、农业技术的应用推广、救灾政策和思想、农业产量的增长、农书的出现、农神的崇拜和祭祀、农
商关系和思想及其对封建社会的作用等，观点新颖，系统性强，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和重要的学术意
义。
　　本书适合历史、古代文化、考古等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科研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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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
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的种植，也是适合古人类生活的理想沃土
。
华夏民族的祖先在这片沃土上生息繁衍，进行了艰苦卓绝、顽强辛勤的劳动和工作，用他们的聪明才
智，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①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农耕文明。
战国时期形成了旨在加强专制王权、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
商业被限制，使中国封建社会流通领域的环节受到限制，客观上也束缚了农业的发展。
虽然中国古代耕地面积和农作物品种有所增加，但基本沿袭先秦农耕文明的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
故本书主要对先秦时期的农耕文明进行研究。
　　研究黄河农耕文明的形成及特征，以及黄河文明的变迁发展历史，能够深入了解环境变迁与历史
发展、文明进程、文化兴衰的关系，了解这种文明系统中农民的精神世界等，对于认识和指导当今农
村的社会变革和稳定发展等有现实意义。
一、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起源　　黄河是大自然献给中华民族的赠礼，是我们伟大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从青海高原奔腾而下，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
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汇人大海，流经5000多公里，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形成宽
广、美丽而富饶的冲积大平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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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自古以来即以农业为本，黄河流域为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探寻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 描绘黄河流域的传奇画卷　　黄
河文明是辉煌绵远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研究黄河文明对阐述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有着重大意义
。
“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丛书”首次全面研究了黄河文明产生、发展、鼎盛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和发
展演变的规律，围绕黄河文明形成的三大标志——青铜、文字，城邑，伴随黄河文明形成、发展的农
耕文明，黄河流域古史传说中的英雄时代，对黄河文明有重大影响的主导思想意识及黄河文明的历史
变迁等主题进行了论述，对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做出了科学的、定性的评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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