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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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黄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黄河文化与胡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时期。
本书通过秦汉魏晋南北朝不同时期少数民族与黄河流域的社会交往，论述了秦汉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与
黄河文化的融合过程，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入主黄河流域对黄河文化繁荣的影响，特别是十六国时期少
数民族对黄河文化的破坏以及黄河文化在这一特殊形式下的复苏。
本书适合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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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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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先秦时期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特点先秦时期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
各自的特点，对这些特点进行总结，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两种文化的内涵以及在后世的表现。
其一，两种文化在发展早期都具有原始性的特点。
从黄河文化来看，在黄河文化的初始阶段，所经历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作为原始的经济形态，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积累的过程，为后世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草原文化也同样如此，从先秦典籍所流传的夏商时期的少数民族，在后来北方草原地区的发展也证明
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同样悠久。
到夏商及其以后，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走上较快的发展道路，草原地区的经济形态仍然落后。
其二，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在先秦时期的发展都呈现出持续发展的特点。
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先秦时期作为中国社会各项事物萌生的一个时期，一切都呈现出蒸蒸日上
的特点，虽然幼稚，但发展都较快。
就国家制度来讲，奴隶制度取代原始社会制度虽然经历了曲折和反复，但很快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
起来，并最终成为黄河流域的主流。
就草原文化内涵来讲，因为黄河文化的影响和吸引力，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无论是迁移到黄河流域
的少数民族，抑或是黄河流域北部沿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不断地内迁，且与黄河流域的民族不断融
合，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先河，这在周人早期的迁徙过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其三，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发展还具有各自独立性的特点。
黄河文化作为黄河流域所产生的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因而其发展过程与黄河
流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黄河文化的发展融人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其内容更
加丰富多彩。
而草原文化因为北方草原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使草原民族在自身生存的同时，也养成了草原文化豪
放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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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北方草原民族在多个历史阶段都与黄河流域的社会
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流.黄河文化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融合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多层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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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