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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宏阔的视野、深厚的学养、缜密的思考对长江三峡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深入探讨，在自然
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中展开论述，既继承了传统三峡研究天人合一、综观融通的优良学风，又面向
新世纪，吸纳新思维，迎接新挑战，充分展示了学术研究的当代性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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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长江三峡学概述　　第一节　长江三峡学研究的缘起与学术背景　　曹诗图、孙世强
在1994年曾经率先提出建立“长江三峡学”的想法，并以宜昌市长江三峡文化研究所课题组的名义在
《宜昌社会科学》l995年第4期发表《创建“长江三峡学”的初步构想》一文，得到了学术界的响应。
随后，管维良先生在1997年发表了《大三峡文化与三峡学》文章，郝明工先生在2001年发表《三峡文
化与三峡学试论》文章，程地宇先生在2001年发表了《“三峡学”建构之我见》、《“三峡学”的世
界意义》文章，也分别提出了创建三峡学的构想。
这说明不少关注三峡的学者已不满足于一般地域文化理论意义上的描述与探讨。
他们越来越感到，三峡研究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尚待开拓发掘的领域，并将会不断地涌现许多新的学
术课题。
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实践的课题，在“三峡学”的旗帜下，从学科的整体把握与学术层面的探讨，将
拓展和加深我们对三峡这一文化载体的认识和对三峡区域的研究。
长江三峡学是研究三峡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民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经济形态、人
文风貌等内容的一门多学科的综合性科学，其范畴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内容十
分丰富和广泛，是一门学科交叉、内涵丰富并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是专门研究三峡地区的地方学科
体系。
三峡学已经出现在我国人文科学领域，这是继西夏学、徽学、藏学、北京学、温州学之后诞生的又一
门全新的地方人文科学。
　　三峡文化的研究日益深人为三峡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前提和可能性，而三峡工程的建设和三峡库区
的开发对三峡学研究提出了必要性。
　　第二节　长江三峡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长江三峡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是什么?这
是长江三峡学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管维良先生认为，在初创期要给“三峡学”下一个确切、科学的定义目前还比较困难。
目前只能大致地认为：三峡学是研究大三峡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特定
的历史民族，特定的历史和社会风貌，特定的人文体系的一门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
　　我们认为，长江三峡学属于地方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可以初步界定为三峡地区特定自然、
人文现象的地域特征及时空演变规律。
它在研究范畴上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两个领域，其中以社会人文科学尤其是以三峡文化
研究为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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