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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南通史》，是河南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参加编著的人员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为主，也有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史学家参与
，可谓集中了河南省史学界才华之士共同完成的一部大著。
河南，古九州之豫州，向有中州之称，文化源远流长，为之写史，很有意义。
中国是有写地方史志的传统的。
《华阳国志》是现在存世的一部较早的地方史志了。
宋元以下，地方志发展以至大盛。
清代出现了修志的大家、大学者章学诚，他著有《湖北通志》、《亳州志》、《和州志》、《永清县
志》等，体例周严，为后世所称道。
他还总结了一套修志的理论，如修志要求其实用，“志乃史体”等。
大学者修志，提高了志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
现存清及其前的各级地方志，据说有6000多种，大部分是清朝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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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南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几十万年之前，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夏商东周，直到北宋，许多王朝建都于此，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这里孕育和集中了众多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
历史上河南吸收了全国各地域、各民族包括边远少数民族的好东西，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同时，河南
也对全国产生了多方面深刻的影响。
　　《河南通史（套装共4卷）》并不是把河南从全国整体中割裂出来，孤立地写河南，而是把河南
放在全国整体中来把握，写全国整体中的河南，是和全国、邻省乳水合一中的河南。
全书写出了从远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几千年、几十万年的历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
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科技等方面。
从纵的方面说，它是史；从横的方面说，它又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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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渐认识到这种状态对人类的种种弊病，尤其对生育后代造成夭折、畸形、痴呆、聋哑等残疾的
危害，便逐步改变这种状态。
大概在裴李岗时代之前的中石器时代，人们已禁止长幼之间的性关系，这样就可能禁止父母和子女间
的性关系，实行同辈婚配。
即同一氏族内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都可结为夫妻，这是一种血缘群婚，或族内婚制。
但这种婚制虽比杂乱性交有一些进步，却仍解决不了血缘近亲结婚带来的种种危害，于是随着生产发
展和人口的增加，到裴李岗时期，可能已实行了氏族内禁止婚配，实行这个氏族的所有男子和另一个
氏族的所有女子进行婚配，而一对夫妻关系并不固定，这是族外群婚制。
尽管形式上仍无多大差别，由“族内”婚到“族外”婚显然是一个对人类发展带有关键性的转变，这
是人类克服血缘近亲婚姻给后代带来严重危害的第一步。
从贾湖遗址氏族公共墓地中发现了二次葬，这些二次葬有男有女，而且二次葬一般有单人和多人合葬
两种。
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氏族实行族外婚阶段，就是在这种婚制下，两个通婚的氏族构成一个胞族。
在群婚的情况下，氏族以祖母为本位，实行母系，男子出嫁到另一女方氏族。
出嫁后的男子，仍系母亲氏族的一员而不属女（妻）方氏族，死后可迁归母方氏族同本氏族人埋在一
起，于是产生二次葬和多人二次葬。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贾湖类型时期的婚制，又进一步越过了族外群婚阶段而进入了以多妻中有一个
主妻（主要的或较长时间婚配的配偶），而女方同时相应多夫中有一个主夫为形式的对偶阶段。
这样的婚姻中，由于仍无固定的一夫一妻关系，女方（妻）所生育的子女仍不能确知其父亲是谁，“
知母不知父”的现象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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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一二十位史学工作者，历时十几个寒暑，撰写的
四卷本近300万字的《河南通史》，近日终于杀青，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梓行。
撰写《河南通史》是我省史学工作者的夙愿。
早在1958年，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创建伊始，就把编写《河南
通史》教科书列入该所五年规划纲要。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没有实现。
1986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将撰写《河南通史》再次提上日程，由副院长张文彬、所长陈
振主持其事，并被列入河南省“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但编写进入实施阶段时，觉得条件尚不成熟。
张文彬同志旋调省委宣传部，陈振同志也于1988年调南京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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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南通史(套装共4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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