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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曾出现了“满天星斗”说、“文明多元”论等，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中华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经过几千年辛勤的劳动共同创造的。
然而根据学术界所认可的文明起源的要素和标准来看，华夏文明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出现、形成的。
在文明形成的初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天下之中”的地位，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关于文明起源的见解。
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出，文明
的产生有三项要素：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
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197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补记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宫殿基
址是文明产生的三要素。
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
志和要素，并且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文明和国家的形成主要有两
项要素：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建立；②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
恩格斯说“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①，他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去解释文明的
产生。
这些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是判定文明产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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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文化与西风东渐》从宗教、科学技术在黄河流域的传播、农作物的引进、西方社会风尚的
影响等各个方面论述黄河流域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近代黄河文化的特质和内
涵。
《黄河文化与西风东渐》适合历史、古代文化、考古等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科研工作者和区域文化
爱好者阅读。
　　历史上黄河文化的兴盛与发达，无不得益于它同周边地区和外国文化的交流、吸收和融合，正是
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和博采众长，才造就了黄河文化历史上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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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军令，男，1974年生，河南辉县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
199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
2001－2004年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
2004~2007年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
现为河南科技学院旅游管理系系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旅游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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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铁路修建与黄河流域社会变迁一、铁路在中国的缘起二、晚清黄河流域铁路修建的概况三、
铁路修建与黄河流域的社会变迁第十三章 西方政治文化在黄河流域的传播和实践一、早期启蒙思想家
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探求二、西方政治思想在黄河流域的传播三、维新运动在黄河流域的高涨四、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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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的渐变二、西式饮食文化的传入三、西式洋房出现四、西式交通工具的引进五、文明婚礼渐成时
尚六、现代讣告的出现和丧葬变革七、西式娱乐样式的滥觞八、西式体育运动的传入第十五章 晚清传
教士在黄河流域的文化活动一、晚清基督教在黄河流域的传播二、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发展三、传教士
在黄河流域举办的卫生事业四、传教士在黄河流域的办报活动主要参考文献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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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河文化在经历了隋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鼎盛之后，随着北方经济的日益衰落，逐渐开始走下
坡路。
1127年北宋灭亡后，黄河流域的经济地位更是江河日下，大大逊色于同时期的长江流域。
元、明、清三朝，除了明初曾一度定都于南京之外，都以北京为国都。
北京成为黄河流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元、明、清三朝黄河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最重要基地。
　　黄河流域的经济虽然在元、明、清三朝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南方地区
，经济重心仍然在南方。
黄河流域的科技文化在元、明、清时期也呈现下滑的趋势。
当然，这种下滑的速度非常缓慢，而且在下滑之中也有发展。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元、明之时的中国仍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黄河流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
的科技成果，如郭守敬主持编订的《授时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
从明末清初开始，当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飞速向前发展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因备受高度
强化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压制摧残和极端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制约而丧失了领先的地位。
黄河流域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未能再涌现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
①　　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就已经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过海外航行。
在1405-1433年这28年内，郑和以“钦差总兵太监”之类的名义，受明成祖委派，率领船队七下西洋，
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沿海。
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郑和时代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绕过好望角进人大西洋而发现新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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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传教士在黄河流域的宗教和科学传播活动，为古老的黄河文化注入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内
容。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探寻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 描绘黄河流域的传奇画卷　
　黄河文明是辉煌绵远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研究黄河文明对阐述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有着重大
意义。
“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丛书”首次全面研究了黄河文明产生、发展、鼎盛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和发
展演变的规律，围绕黄河文明形成的三大标志——青铜、文字，城邑，伴随黄河文明形成、发展的农
耕文明，黄河流域古史传说中的英雄时代，对黄河文明有重大影响的主导思想意识及黄河文明的历史
变迁等主题进行了论述，对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做出了科学的、定性的评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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