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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峡两岸文化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差异。
究其历史渊源，有中国近代文化观的分歧，也有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文化观的影响。
两岸意识形态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继承原则、主权观念、统一模式和途径等关涉国家
统一根本观念的差异，研究中华文化与两岸统一不能回避这一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求同存异的国家统一观，它尊重两岸历史和现
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国家主权与治权统一，强调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长期并存，谁也不
吃掉谁，使两岸早日实现统一，全面振兴中华民族。
香港回归和澳门即将回归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其可行性，它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
台湾当局的“国家统一”观的实质是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主张两岸“分裂、分治”，谋求国际社
会“双重承认”，成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
“台独”思潮是台湾岛内外少数极端分子以脱离中国、成立“独立国家”为目标的民族分裂思潮，无
论“显性台独”还是“隐性台独”，无论“激进台独”还是“务实台独”，都反对一个中国原则，散
布“台湾入不是中国人”的论调，主张“台湾公民自决”，并以“公民投票”和“加入联合国”为主
要途径，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以达到“台湾独立”的目的。
“台独”作为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毒瘤，与国家生存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冲突，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内部隐患。
　　海峡两岸的经济政策是经济文化的核心内容，通过两岸间经济互动得到充分体现。
两岸经济政策与经济互动的发展程度，是两岸两种社会制度能否和平共处的标志，是两岸经济文化价
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尺度。
袒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是“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组成部分，具有主动性、开放性、进取性
特征，它不仅考虑到两岸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考虑到两岸统一的政治利益，即通过两岸经济互动来
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扩大两岸经济利益共同点，最终实现两岸统一和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
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的经济政策则十分保守和被动，总是落后于．台湾工商界的意愿和两岸经济互动
的现实。
面对台湾投资环境恶化、大陆经济对台湾表现出的强劲吸引力和台湾工商界进入大陆寻求发展的状况
，台湾当局逐步由以禁为主演变为导多于禁，以解脱台湾的经济困境。
目前，两岸经济互动虽具有非直通性，但经济互动使两岸经济结构与规模得到改善，经济互利互补性
得到增强，并形成两岸产业分工关系，取得由民间到官方的突破性进展。
当前台湾当局谋划与大陆经济脱钩，两岸经济互动又缺乏立法，这是两岸经济互动必须注意解决的突
出问题。
必须充分认识两岸经济政策与经济互动对于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意义，不断改善祖国大陆的投资环境
，加强两岸经济协作，进一步促进两岸的经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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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华文化概论　　第二节 中华文化的发源与生成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一个不断
更新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对于文化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对于文化嬗变过程施
加着重要影响，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中华文化以其历史承传为经，以多元开新为纬，蕴含着丰富卓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堪称人
类文化的瑰宝。
厘清中华文化源流的基本脉络，对于体认中华文化精华和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颇有裨益。
　　一、中华文化的萌生　　史前170万年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至史前7000年中石器和新石器交界
时代的四川资阳人，在其衍生中以火为能源，使用打制磨制石器、骨器以及弓箭、木桨、渔叉等作为
狩猎、渔猎和农耕工具并凿井汲水，烧制陶漆器，绳之以兽牙、贝壳、石珠为装饰品，创造了最初的
古朴文化。
这是中华文化发源的基础。
　　中华文化发源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以及同期其它文化的交汇时期，是伴随“华夏族体”的形成
而创立的。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两大主要起源区。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期和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早期文化时期，大体存在着西北华夏集团（
河洛民族）、东方东夷集团（海岱民族）、南方苗蛮集团（江汉民族）三大集团，亦相应地存在着三
大文化区。
　　河洛文化区位于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前仰韶文化（前6000年-前5400年）、仰韶
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及河南龙山文化、先周文化（前2900年-前2000年）是
其代表。
中华民族的始祖是炎帝族（因姜水而得姜姓）、黄帝族（因姬水而得姬姓）。
炎黄两族之问多次发生争斗，后来两族各有一部分东移，炎帝沿着渭水、黄河发展到今天的豫南、豫
冀鲁、湘鄂交界地区，黄帝族沿着北洛水、渭水、黄河北岸发展到今天的中条山、太行山、京、冀一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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