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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与空间是界定、诠释事物的最主要的尺度之一。
不言而喻，“西部”、“西部文化”同样是特定时空中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的地域学观念中，所谓“中国”者，为世界之中心也。
它由“东南西北中”五方构成。
在伏羲氏时代，先天八卦以乾坤设位，所谓西方者，包括西南（巽卦）、西（坎卦）、西北（艮卦）
、北（坤卦）；在文王时代，后天八卦以坎（北）和离（南）为中轴，所谓西方者，包括西北（干）
、西（兑）、西南（坤）。
今天，我们所说的“西部”大体上与《易》的方位划分无甚大的区别，亦包括西方、西南方和西北方
。
具体说是指西南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
的西端等省、市广大地域。
什么是“西部文化”？
简单地说，西部文化是西部地域中为广大民众创造与传承的，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与深层的精神文化
之总和的文化。
　　西部文化是西部人的生活方式，它本身被赋予了民族的和时代的内容以及一个群体的活动特征，
具体表现为一种观念与规则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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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以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为坐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文化哲学的理论对中国西部民间
原生态文化进行的密码解译研究。
目的在于揭示中国西部民间原生态文化的永恒魅力和价值，展现其强大的时空穿透力与无可抗拒的精
神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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