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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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化。
内容包括：贵州文化释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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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贵州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缕析，揭示了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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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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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贵州开发的历史进程一个地区的开发，总是和它内部与外部各种条件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由
若干分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力。
历史上每种现象的出现，都处在若干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交点上，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
从贵州开发的全过程看，它所画出的轨迹，如果用坐标来描述，仿佛是一个大的“之字拐”，其间的
曲折很大。
在史前的原始开发阶段，它与全国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显出某些优势和特点。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中原遥遥领先，而贵州则明显滞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果以中原的水平
来作衡量，时间差将近一两千年。
从明代开始，“中原式”的开发方式辐射强度加大，较大规模而且持续不断地在贵州传播，才逐渐缩
小了与内地的差距，但由于在较低的基础上起步，覆盖的面积又局限在条件较好的地区，所以，仍然
比全国落后“一拍”或“二三拍”。
当东南沿海及其他先进地区开始“洋务运动”时，贵州尚无动静，直到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风
才吹到贵州高原，而且风力微弱，所以，在运用近代科学手段进行开发的过程，无形中又比全国晚了
“半拍”或“一拍”。
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备战备荒”的战略形势，“三线建设”把现代高科技引进贵州，才开始与
现代世界接轨，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上造成的差距，非短期所能弥补，因而在“改革
开放”的形势下，贵州的潜在力量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仍处于后进状态。
远古的原始开发，贵州可谓是“得天独厚”。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极大，因而这种原始开发的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地理环境，
而贵州站在有利的位置上。
首先，这里气候温和，既无酷暑，又无严寒，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最适宜古人类的生活，繁衍；
其次，贵州多洞穴，既可避风雨雷电，又便于防御野兽侵袭，冬暖夏凉，是原始人最理想的天然居室
；其三，“坝子”处在万山丛中，溪流纵横，便于汲水，又可上山采集、狩猎，下山捞捕鱼虾，提供
了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其四，贵州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蕴藏着多种植物与动物资源，食
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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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5年10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和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在贵阳召开“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使我们对贵州文化的意义和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不久，接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通知，华北四家及华东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决定组织编写出版一套《中
华地域文化大系》，其中有《贵州文化》卷。
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积极进行准备，拟定提纲，搜集资料，经过两年努力，完成了这部书稿。
在书中，我们充分利用了近年来关于贵州文化研究的成果，全书由史继忠、金美、何萍三人撰写。
“贵州文化载体”与“贵州文学”两章由金美撰写，“贵州史前文化”、“青铜时代”与“铜鼓文化
”两章由何萍撰写，其余各章均由史继忠撰写，最后由史继忠全面通纂。
书中所用照片，系由吴世忠、梁太鹤、席克定、杜宁诸同志提供。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学术界许多同志的帮助，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徐学文副社长兼副总编还亲自来贵
阳进行指导，汉语文编辑室贺新、张洁同志也给予多方面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鉴于对贵州文化的研究尚处在初期阶段，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不
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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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贵州文化》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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