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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辽宁是全国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较高，现代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的省份，老龄化程度也居于全国
前列。
目前，全省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超过700万，超过老年人口比重的全国平均水平。
相对而言，辽宁又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文艺家比较集中的省份。
　　虽然大多数老年人都已离开了工作岗位，开始了颐养天年的晚年生活。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身体健康、思维活跃、精力旺盛。
一部分具有扎实写作功底和良好文化基础的老年人，特别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文艺家，利用离
退休后的充裕时间，将自己丰厚的知识积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的人生感悟通过文字落实于纸面
。
这些文字朴素而真诚，深沉而睿智，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
　　但是从当前图书市场的实际情况看，出书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很多老同志手里拿着凝结着心血的、沉甸甸的书稿，却找不到愿意出版的单位，即使有出版单位同意
出版，往往也因高额的出版费用望而却步。
基于这种情况，2007年年初，省财政厅、省新闻出版局共同策划运作了&ldquo;金色夕阳&rdquo;出版
工程。
其中&ldquo;金色&rdquo;象征着财富和收获；&ldquo;夕阳&rdquo;代表着老年群体。
&ldquo;金色夕阳&rdquo;寓意&ldquo;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rdquo;的绚烂多彩、充实而收获的晚年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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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鉴于此，《大连文化解读：文化大连》才选定了凭作者能力很难完成的课题，试图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对大连地区自古以来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其源流、构成、特点做一简要的缕述，对大连文化
的现状、综合实力、优势劣势及其个性特点做一初步的分析，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对大连文化如何定位
，如何发展，提出仅供参考的意见。
文化者，博大精深之谓也，从其构成上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之分，仅就精神文化而言，
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十分宽泛的外延，其存在的形态，既有可见的可以量化的物质形态和符号形态，
也有不可见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形态，几乎像血液一样渗透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之中，融汇
于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以及言谈举止、风俗习惯之内。
因此，要对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文化做出全面系统的解读，是一件十分科学、十分严谨的系统工程
，是作者的能力难以达到的。
本书所论述的文化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而非那种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文化。
由于作者并非专门从事研究历史文化的专家，见识不广，水平有限，只是在多年从事文化工作之余，
多有所思，深感发展城市文化之必要，才贸然涉笔。
因此，缕述难免遗漏、分析也很难言之成理，可能有常识性的错误，作为门外之谈粗浅之见，仅是一
家之言，仅仅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话题，以期引起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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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振远，大连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1960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
长期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和文化管理工作，曾任大连市艺术研究所所长、大连市文化局副局长、大连市
戏剧家协会主席。
曾在国内报刊发表多篇戏剧理论和艺术管理学方面的论文。
主持国家文化邗重点科研课题《艺术管理与体制改革》。
参与编撰兼主编《大连市志&middot;文化志》，著有《剧作艺术论》《剧作技巧赏析》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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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连古代文化的形成与特点（远古至明清）　　大连的古代文化，是大连文化之根。
我们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今日大连的文化，首先必须了解今日大连文化的由来，了解大连地区古代文
化的源流、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特点。
但是要真正了解大连的古代文化，弄清其来龙去脉，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
　　这是因为古代的大连地区地处边陲，既非龙兴之地，也非历朝历代经营开发的重点。
在以内陆文化为中心的古代，大连这块濒临大海的偏远之地，一直为历代史学所忽略。
直到晚清，现今的大连仍为未名之地。
因此，古人留下的关于大连地区的记载很少很少。
仅寥寥数语，多又语焉不详，点滴的记载像碎片一样散落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之中，使人难觅踪迹。
特别是在秦汉之后的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大连地区又多次被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
割据，与中原处于分离状态，且战乱频仍、动荡不安，而每次割据都使源流中断。
因此，饱经沧桑的大连历史就像一位健忘失忆的老人，令追溯者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总觉得其&ldquo;
源&rdquo;特别远，其&ldquo;流&rdquo;又特别长，至今仍有许多问题还是令人难以破解的谜团，以至
于使人产生了许多疑惑，发出了&ldquo;大连有没有完整的历史？
&rdquo;&ldquo;古代的大连是不是荒无人烟的荒漠？
&rdquo;的疑问。
　　虽然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是散落的历史片段，令今人从那些碎片中追寻那失去记忆的年代，确实有
很大的难度。
但要说大连古代没有文化，是一片文化荒漠，则过于武断，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从现已查找到的资料和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古代的大连地区虽然和内地历史文化积淀比较丰厚的地
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但自古以来大连并非文化荒漠，大连地区也有完整的历史，也同样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大连的古代文化也有源有流，有其萌生、形成、发育以至逐渐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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