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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江文化史》所论述的长江文化，正是这么一种大区域文化。
我们希望通过历代长江流域文化史的探索，展示出这一大区域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带有填补学术空白性质的工作。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知道，过去说起中国历史文化，总是讲黄河流域是文明的摇篮。
当时流行的看法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
还有不少著作，把这种看法同文明兴起于大河流域的理论联系起来。
西亚的文明初起于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埃及的文明发祥于尼罗河流域，印度的文明綮盛于
印度河、恒河流域，而中华文明则在黄河流域产生和兴起。
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一一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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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长江文化史》序言
第1章 史前长江文化的孕育
·第一节 人类起源的新光芒
一、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
二、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
三、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第二节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况
一、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二、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三、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四、文献传说中的长江远古先民
·第三节 史前时期长江文化的成就
一、住所的发展
二、凿井技术的发明
三、稻作农业
四、门类繁多、制作精致的手工业
五、精神生活
六、城址的出现
七、神秘的文字
八、海上交通的开拓
·第四节 史前时期长江文化的文明标
一、犁耕农业阶段的进入
二、大型礼制建筑的出现
三、城乡的分化
四、文字的产生
五、伟大的原始艺术
·第五节 史前时期长江文化的发展规律
一、开创性
二、连续性
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的、有利的文化因素
四、不平衡性
·第六节 史前时期长江文化在中国文明
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一、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
二、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
三、苎麻织品的产生是人们改造自然的
一大突破
四、干栏式建筑与有段石锛是人类文明史
上的传世杰作
五、生漆的利用是史前文明的一大成就
六、玉器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第2章 夏商周三代的长江文化
·第一节 夏文化与长江流域的联系
一、禹征三苗
二、“越为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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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禹迹”种种
·第二节 商文化与长江流域的联系
一、商文化与长江中游
二、商文化与长江下游
三、商周之际的长江上游
·第三节 商代的长江文化
一、精美绝伦的青铜器
二、精巧的玉器
三、大型城市遗址
⋯⋯
第3章 秦汉长江文化的发展
第4章 南北对峙与文化交融
第5章 隋唐长江文化的勃兴
第6章 五代中国南北文化地位的逆转
第7章 宋元长江文化的成熟
第8章 明代长江文化的繁荣
第9章 清代长江文化的鼎盛
第10章 率先走向世界的长江文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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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史前长江文化的孕育 中华文明的起源，按照传统的观点，是从夏代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田野考古资料的H益积累，就有人预感到长江
流域的史前文化，需要根据考古资料进行新的观察和研究。
到20世纪70年代初，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在距今约7000年的第4文化层内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
物和木建筑构件，以及精致的象牙器和漆器等遗物，使考古学家们大开眼界，对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
已发展到如此进步的程度，不能不承认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摇篮--中华南方文明的摇篮。
这对以往有人认为中华大地的文化发展，都是起源于中原，然后影响于四周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
挑战。
嗣后，吴县草鞋山，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余杭反山、瑶山等良渚文化大型墓葬的发掘，证实了这
种大型墓葬的墓地是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又有大量精致的玉器随葬，更进一步认识到长江也是中华
文明的一个起源地。
这种认识，日益为众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所接受。
所以，我们对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进而到文明的出现，都必须以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进
行分析研究。
 第一节 人类起源的新光芒 人类的远古祖先是原上猿和埃及猿，现代人就是由腊玛古猿→南方古猿→
直立人→智人进化而来。
 据古人类学家研究，亚洲高原可能是人类的摇篮，而中国长江流域上游的云贵高原位于人类起源地的
范围之内，当属人类的起源地之一。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这里相继发现了1400万年前的开远腊玛古猿，800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300万-400万年前的元谋腊
玛古猿，250万年前的"东方人"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
这些腊玛古猿和早期人类化石及石器，有力地加强了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的论据。
为此，西方学者将其誉为"人类起源的新光芒"。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是从长江上游的云贵高原逐渐向长江下游和黄河流域扩散
、迁徙的。
 一、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 长江流域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有元谋猿人、巫山猿人和"
鄂西臼齿"、郧县猿人、郧西猿人、和县猿人、巢县人、贵州观音洞文化和湖北大冶县章山乡石龙头发
现的文化遗存。
 元谋猿人化石是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的褐色黏土层中发现的。
出土有同属一个成人个体的两枚牙齿。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170±10万年，但也有人认为距今约50
万-60万年。
对元谋人的年代，看来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元谋猿人化石中出土的石器共4件，均为刮削器。
此外，在地层中还发现有大量炭屑，贾兰坡先生认为是人工用火的遗迹。
这样就把人类用火的历史，从北京人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
元谋猿人是迄今所知的我国境内最古老的直立猿人，这表明早在100万年以前长江流域就有人类居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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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江文化史(套装上下册)》不仅对长江地区的文化，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全程都能有新的理
解和观感。
这在长江地区位置非常重要的今天，应该是很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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