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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总和的文化，因时间向度的演进而具有时代性，又因空间向度
的展开而具有地域性。
人们把研讨文化时代性演进的学科称之文化史学，把研讨文化空间性分布的学科称之文化地理学，这
两门学科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独立发展的历史。
然而，时间和空间又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两种密不可分的存在形式，时代性与地域性当然也是文化的两
种相互依存的属性，我们只有全面观照这两种属性，并考察其互动关系，方能实在地把握人类创造的
文化的纵深度和广阔度。
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与地理学的联姻势在必行，而本书系便是文化史学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产物
。
　　中国是一个文明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度，又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
展开均呈现婀娜多姿的状貌，因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
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
，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他地域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
”①谭先生的这一论说显然是有感而发的，因为，笼统地界定中国文化，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作法，
此类作法有碍于人们从共相与殊相辩证统一的高度把握中国文化，不利于开掘中国文化无比丰厚的内
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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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传统所形成的地域论述了滇云文化。
内容包括：滇云文化释名、地域范围、文化内涵、文化分期、文化特征、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对滇云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缕析，揭示了滇云文化在构筑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
传统特征，对当今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本书是介绍云南文化的，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先讨论“文化”的定义。
“文化”的定义实在是五光十色，以至有学者说，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种“文化”的定义。
我们不想在此就“文化”定义饶舌，因为这套丛书的总主编已就“文化”定义作了正确的论述。
本书基本是按照总主编的“文化”定义来论述云南文化的。
读者不必在定义上纠缠，可从本书的论述中了解我们对“文化”的理解。
学术研究十分重视“定义”，“正名”更是中国学地得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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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滇云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　　第一节　滇云文化的地理背景　　滇云文化主要产生于中
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它位于北纬21°8′32″～29°15′8″和东经97°31′39″～106°11′47″之间
，北回归线横贯其南部，面积约39.4万平方千米。
滇云地理错综复杂，以地貌而论，既有雄伟险峻的高山峡谷，又有起伏和缓的红壤高原；既有分布广
泛的岩溶地貌，又有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既有落差悬殊、奔腾汹涌的大川大河，又有水平如镜的高
原湖泊。
以地势而论，云南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延伸，为横断山脉纵谷区，东部、滇中为高原，称云南高原，属
于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
滇云多山，地形复杂多样，盆地、河谷、丘陵、低山、中山、高山、山原、高原相间分布，各类地貌
之间条件差异很大。
全省土地，山地占了84％，高原、丘陵约占10％，盆地、河谷仅占6％。
滇云地理形势自西北而下，高山峻岭，嵯峨纵列，迤逦而南，渐下渐展，呈阶梯式逐级下降。
若从高空俯视这片广袤的大地，就像一个巨大无垠的半圆台阶由西北向东、向南、向西逐级下降。
滇西北为第一梯层，最高处的怒山主峰——卡格博峰，海拔674.0米，终年白雪皑皑，云遮雾障；滇中
高原为第二梯层，四季如春.；南部、东南和西南部为第三梯层，平均每千米递降6米，降至最低处的
滇南红河出境处的河口，海拔仅76.4米，常年青翠葱郁，热浪滚滚。
在自南到北大约900千米的直线剖面上，相对高差竟达6 663.6米，真是步步高、级级升，“一天上一丈
，云南在天上”，云南的地理环境也由此千差万别。
高原波状起伏　　云南中部有一条翻滚着红色波浪的大河——红河，它由西北向东南奔腾，形成坡陡
流急的深切大峡谷，把云南分割成两大地表形态差异明显的地区，东部主要是波状起伏的高原，西部
则为山川相间的纵谷地区。
　　红河以东是云南的主体地区，以高原地貌为主，系云贵高原的一部分，它包括滇文化的主要发祥
地昆明、楚雄、玉溪、昭通、曲靖、文山等滇东、滇中大部分地区，为云南最主要的地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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