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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
陕两的文物藏量和出土量、古遗址数量、古建筑品位及其文化内涵等在全国范围内均首屈一指。

　　陕两素有中国“天然历史博物馆”之称。
秦兵马俑、汉兵马俑、汉阳陵陶俑都是人类文化奇迹；汉唐石刻、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佛教造像都备受
世界瞩目；西安大雁塔，陕两法门寺，唐女皇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合葬慕唐乾陵等都是闻名中外的
历史文化胜地。

　　陕西堪称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普遍认同一种说法——“不到两安，就等于没到过中国。
”国内的文化学者也常说：“没到过陕西，就不会真正弄懂中国文化。
”
　　《地域文化系列：陕西文化概观》以大量的史料和文物遗存为依据，以审慎丽辩证的著述思想和
崇尚真善的文化笔触，展示了陕两文化和中国文化卓越的一面。
全书例证丰富、文笔生动，融知识性、可读性、学术性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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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高才，男，祖籍山西稷山县，1962年2月生于陕西泾阳。
国内知名学者、作家。
先后担任学术期刊总编、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出版社策划编辑等职。
近年来，主编大学语文课、写作课和中国文化课教材14部，出版专著15部，主审大学教材15部，主编
、参编非教材类中文图书25部；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用伯阳等笔名发表
各类文学作品300多篇，其中20多篇被大学教材作为范文使用。
现受聘担任多所高校的特聘教授、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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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民族起源与文明开启
第一节 中华民族的根在这里
一、华胥氏的主要生活地
二、女娲的主要生活地
第二节 黄帝与中华民族情结
一、人文初祖黄帝
二、天下第一陵
三、中国人的祠堂
四、炎黄子孙的情感归宿和精神寄托
第三节 炎帝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炎帝的诞生地和主要生活地
二、炎帝的品德和作为
三、炎帝与中华民族精神
第四节 半坡遗址与上古文明
一、半坡遗址的主要发现
二、半坡文化发现的重大意义
三、陕西上古人类遗址的其他重要发现
第二章 文化发祥与发展
第一节 天地造化
一、秦岭文化
二、华山文化
三、渭河文化
四、汉江文化
第二节 文化发祥
一、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溯源
二、农耕文化发祥
第三节 道德奠基
一、神话传说
二、先周时期的道德楷模
三、中国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建立
第四节 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建立
一、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的文化作为
二、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建立
三、制度文化奠基
四、恢弘的文化创造
第五节 中国文化的腾飞时代
一、几个重要的文化概念
二、裕民政治与黄老学说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四、丝绸之路与对外文化交流
五、文化的全面发展
第六节 有容乃大的文化气象
一、文化思想的空前活跃
二、气势宏大的文化交流
三、璀璨夺目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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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与史学
五、科学技术成就
第三章 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宝库
第一节 国宝重器与青铜文化
一、国宝重器
二、青铜文化
第二节 秦砖汉瓦
一、坚实厚重的秦砖
二、文化内涵丰富的汉代瓦当
三、“秦砖汉瓦”的文化内涵
四、秦代重要文物概览
五、西汉文物精品概览
第三节 陶塑金铸的大唐风采
⋯⋯
第四章 文化奇观及重要的人文景点
第五章 丰富多彩的陕西地方文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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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古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人们为了生存，不仅要和猛兽斗争，而且还要捕杀一些野兽作为食物。
这样一来，其力量和奔跑速度都远非今人所能比拟。
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上古时期人们的食物主要从大自然中去采集，而每一个地方自然生长的植物种子、禽兽等
数量都是有限的，在原始人群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古人类势必要以群居地为中心，向周边或更远的地
方寻找食物。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不断发现一些适宜居住的山洞、阳坡地带等，这样，一些人脱离族群，“另立
门户”的事情也就随时发生。
其三，古人类生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有相对比较集中的食源，二是需有汲取比较方便的水源
。
秦岭和渭河相夹的地带在这两个方面的条件都十分优越，因此，这里必然成为上古人类生活的首选地
之一。
其四，由于四季气候的变化，古人类会像候鸟一样来回迁徙。
比如，当其生活的关中平原进入暑期而酷热难耐时，他们必然会迁徙到相对凉爽的秦岭山中避暑。
其五，从上古人类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早在5000年以前，上古人类已经有有组织的大规模群居。
如陕西姜寨新石器遗址（大约公元前3690年，距今约5700多年）居住区的布局情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
该居住区西面临河，东、南、北三面都有人工挖成的防御性壕沟作为屏障。
居住区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中央有面积较大的广场，似应为公共活动的场所。
在广场周围分布着100多座房子，分为5个群体。
各个群体中都有一座较大的房子。
其他较小的房子绕着大房建筑，房门均向着中心广场。
弄清楚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再结合文化遗存情况和文献记载来看，华夏圣母华胥氏的生活地就不
难确定了。
下面采用逐步推论法对华胥圣母的生活地予以考证：　　1.华胥氏生活的大致年代　　根据各种文献
记载的情况来看，华胥氏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5000年。
主要依据：一是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兄妹同婚而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
从华胥氏到黄帝，历经三代，约100多年。
二是黄帝出生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9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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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陕西是华夏元祖华胥氏和华夏圣母女娲的出生地和主要生活地——中华民族的根在这里。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的出生地、主要生活地和归葬地，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寄托。
　　陕西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名词，是中国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宝库。
　　陕西是中华美德与中国精神的主要诞生地，是中国文学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和艺术思想的
形成之地。
　　《地域文化系列：陕西文化概观》是值得华夏儿女一读的文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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