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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纪的列车，已经隆隆驶进了新千年。
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新形势下全面振兴辽宁老工
业基地的号召和实践中，由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组织编写的《辽宁历史与文化》应运而生，并适时
与读者见面，这是辽宁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近年来伴随着现代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汹涌浪潮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加深与扩大，“地域文化热”作为一
种承载着厚重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逐渐成为“文化寻根”的主流。
《辽宁历史与文化》，即站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高度，以辽宁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脉络为纵线，
以各个历史阶段辽宁省历史与文化的演变特点为断面，分专题介绍了辽宁历史文化的嬗变与人文社会
发展的经纬纵横，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力图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得通、读得懂的编辑方法
，解读辽宁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沧桑变化，为人们了解辽宁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一份雅俗共赏的文化精
品。
本书的内容，从纵的历史脉络看，以“辽河文明”和“辽海文化”的发展为主线，解读了环黄海、渤
海北岸的辽河流域，从几十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人”，到辽西“红山文化”，早期人类起源和文明
发展的进程。
并由此拉开历史的序幕，从青铜器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方国”文明，到秦开却胡、始皇东
巡的封建“帝国”沧桑；从鲜卑、契丹等草原民族的崛起，到满族入主中原，奠基在松江辽土上的开
国业绩；直到近现代的辽宁儿女，在这块黑土地上，曾经留下的充满悲壮和创业精神的历史足还。
从横的历史断面上看，本书以“龙出辽河源”为开端，演绎了中华文明在北方的起源和发展；以“帝
国沧桑”为中心，介绍了辽宁地区从秦始皇、汉武帝开启“国门”、建立郡县，到隋唐盛世的辽海史
迹；以“草原崛起”为契机，展示了鲜卑、契丹和满族等兴起在白山黑水和辽海渤碣之间的诸民族文
化的历史纵横；直到近现代的辽宁，发生了许多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和文化变迁。
本书的编写一改以往板块结构的教科书形式，以专题系列的文化解读，将历史的苍茫，融入在文化的
韵力中，使一部区域性的辽宁历史与文化读本，在了解辽宁历史与文化发展变迁的过程的同时，凸显
其历史积淀的深厚与文化伟力的潜长。
《辽宁历史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把“辽河文明”与“辽海文化”，在不同的历史侧面上展示出
来，使“辽河文明”的历史深邃和“辽海文化”的人文底蕴相得益彰。
本书阐释“辽河文明”，重在发掘其流域文明的考古学真谛，突出“辽河文明”在构成中华古代文明
形成和起源中的先导性、多元性和区域性。
推介“辽海文化”，则重在坦露其构成辽宁区域文化符号的文化母体内涵，突出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
人文传统。
人们通读《辽宁历史与文化》，会从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视野中，在感悟文化魅力的同时从多视角吸取
精神食粮。
参与本书编写的主要作者，都是多年从事辽宁历史文化研究、卓有成就的资深学者。
他们在总结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深邃的学术视野、成熟的理论思考与酣畅的文化笔触相结合，
力图将积淀深厚的辽宁区域性历史文化的富矿，融入到现实炉火升腾的熔炉中，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上，打造能够反映辽宁历史文化全貌的“宝剑”。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这柄“宝剑”，也许还存在着诸多缺少“淬火”之处，希望读者鉴谅。
《辽宁历吏与文化》编写的初衷之一，是力图使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辽宁地域文化研究，进一步贴近
生活、贴近大众、贴近现实社会。
从而把属于历史遗产范畴的辽宁地域文化的丰富资源，转化为建设和开发当代辽宁的社会发展和文化
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智力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说，《辽宁历史与文化》的出版，既是深入普及辽宁历史文化的有益尝试，也对社会各
界有志于了解辽宁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人们，起着导读作用。
2007年11月(作者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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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横的历史断面上看，本书以“龙出辽河源”为开端，演绎了中华文明在北方的起源和发展；以
“帝国沧桑”为中心，介绍了辽宁地区从秦始皇、汉武帝开启“国门”、建立郡县，到隋唐盛世的辽
海史迹；以“草原崛起”为契机，展示了鲜卑、契丹和满族等兴起在白山黑水和辽海渤碣之间的诸民
族文化的历史纵横；直到近现代的辽宁，发生了许多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和文化变迁。
　　本书的编写一改以往板块结构的教科书形式，以专题系列的文化解读，将历史的苍茫，融入在文
化的韵力中，使一部区域性的辽宁历史与文化读本，在了解辽宁历史与文化发展变迁的过程的同时，
凸显其历史积淀的深厚与文化伟力的潜长。
　　《辽宁历史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把“辽河文明”与“辽海文化”，在不同的历史侧面上展
示出来，使“辽河文明”的历史深邃和“辽海文化”的入文底蕴相得益彰。
本书阐释“辽河文明”，重在发掘其流域文明的考古学真谛，突出“辽河文明”在构成中华古代文明
形成和起源中的先导性、多元性和区域性。
推介“辽海文化”，则重在坦露其构成辽宁区域文化符号的文化母体内涵，突出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
人文传统。
人们通读《辽宁历史与文化》，会从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视野中，在感悟文化魅力的同时从多视角吸取
精神食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辽宁历史与文化>>

作者简介

张锡林，男，汉族，河北涞水人，1942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
专业。
现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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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曙光初现辽河之滨地处东北地区南部的辽河流域，从绵延起伏的丘陵山地到开阔的平原和漫长曲折的
大海沿线，形成了不同自然环境，具有多元文化生长的态势。
东北到西南走向的山川，又成为华北与东北往来的天然通道，古代的辽河流域，既是文化的生长点，
也是东北与中原、东北与西部草原接触的前沿地带和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交汇地，因而创
造出具有鲜明区域特色又与黄河流域关系密切的远古文化。
辽宁地区的历史源远流长。
考古发现表明，至少从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起，辽宁地区就一直有人类活动，不仅保持着文
化的连续性，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与黄河流域的古文化保持着大体同步的发展态势。
在某些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甚至“先走一步”。
目前所知活动在辽宁大地上最早的古人类，是距今约30万年前生活在辽东半岛的金牛山人。
金牛山人的头骨特征较同时期的北京人要进化。
金牛山人用搭石块的方法保存火种，证明他们适应自然界的生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金牛山人是国内目前所知最早从直立人进化到智人阶段的古人类。
也是在辽东半岛距今数万年前活动于千山山地南麓的小孤山人，已能制作带倒刺的骨鱼镖以捕捉大型
鱼类，学会在细小的骨针上钻孔以缝制皮衣御寒，并佩带用兽牙串成的项链等装饰品。
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同时代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进步，而小孤山遗址的具体年代还要略
早于周口店遗址，从而持续着文化发展的先导性。
近入万年以内，古人类的活动已遍布辽宁各地。
在辽西和辽东直到大连沿海及海岛，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渔猎人群已形成较大的聚落。
他们日常使用一种形制较为单一饰压印纹的筒形陶罐作为生活和祭祀用具，同时，也是世界上制作和
使用玉器最早的人群，表现出生活在辽宁各个地区的古人在生活习俗上很大的共同性和更为显著的进
步性。
其中的阜新查海遗址更出现了对原始龙形象的崇拜，被视为较早进入“文明起步”阶段的原始人群。
距今五千年前，活动在辽西山区的红山文化人，在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频繁交流过程中，率先跨进
了文明的门槛。
在牛河粱遗址发现的规模宏大、讲究规划布局和组合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遗址群和以龙、凤为代
表的玉器群，代表了高于原始氏族的社会组织的存在，这在当时的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是当
之无愧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象征，中华文化的古老传统也在这里得以初现。
古史记载五帝时代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黄帝等曾在燕山南北地区活动。
辽西红山文化的发现，增加了古史传说的可信性。
大约距今四千年前，辽河流域与中原地区同时进入青铜时代。
活跃于辽西山区被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部落群体，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已掌握了铸造青铜
容器的技术，人口也迅速增加，聚落分布相当密集。
有大小和高低层次差别的聚落群，呈链锁状和棋盘格状分布、突出防御功能的城堡带，以及以图案复
杂的彩绘陶礼器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物，都是社会组织严密和等级差别制度化的表现，显示出这是一
支“与夏为伍”的北方强大方国。
文献记载商人的先祖曾活动于渤海湾北岸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就是先商文化的一支。
西周分封，活动于燕山南北地区的商人后裔服侍于燕侯，但仍保持着自身的社会组织和延续着自己的
文化传统。
辽西山区多处发现的铸有商族族徽的青铜重器，就是这一历史史实的见证。
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则有多种人群活动，各自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
其中被视为秽貊族所创造的、以曲刃短剑和石棚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
，分布范围遍及辽东和辽西。
它们在发展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同时，又大量吸收燕文化的先进因素如铁器等，并逐渐接收燕国的
礼制，文化面貌不断有所接近，从而为燕秦帝国的统一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对东北亚其他地区进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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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时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辽河流域先秦时期的历史，是一部文化成长史，也是一部文化交汇史。
它既有当地数十万年以来的文化积累，也有东北古文化区及其与周边地区古文化主要是中原古文化区
交流这样一个大背景。
辽宁地区作为多民族古文化汇聚之地，犹如一座民族文化大熔炉，炼就的是充满活力的新文化。
文化传统在不断创新中继承和发展，成为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黎明时期的辽宁，在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中原与东北以至东北亚地区诸
民族文化的关系中，都曾起到过特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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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编写源于我省三位领导同志的策划。
2004年8月7日，在辽宁召开的全国社科联协作工作会议开幕式前，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王万宾与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省社科联主席张锡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焦利议论辽宁历史文化
时，共同感到对十分丰厚、很有独特之处的辽宁历史文化需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加强宣传。
几位领导同志提出应当深入研究，先搞一本《辽宁历史与文化》的通俗性读物，并做成系列电视片。
此后，焦利同志又专门作出两次批示，要求做好这项工作，并对出版本书给予了重要支持。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卫国同志召集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对《辽宁历史与文化》一书和电视片进行
协调、部署。
省社科联组织写作队伍，提出本书的写作方案，做好相关组织协调工作，开始了本书的编写之旅。
本书作者均为辽宁乃至全国有影响、有造诣的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本书编写过程中，省社科联副主席、党组书记张沈立多次主持召开了编写座谈会、研讨会，确定了编
写的指导思想、原则、风格、提纲乃至章节的范本等等。
辽宁历史悠久、浩瀚，要将其浓缩到一本十几万字的书里确属不易。
作者们以精益求精的高度责任感，反复磋商、修改，加之作者每人身上都还承担着不少其他的工作和
课题研究项目，因此写作从初稿到统稿，从分头写作到统一风格，从文字整理到图片收集，一晃历经
三个寒暑。
在集体的攻关和群策群力之下，本书终于问世了。
可以说，这本图文并茂的，并具有权威性、准确性、可读性的小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把握辽
宁历史文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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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辽宁历史与文化》站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高度，以辽宁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脉络为纵线，以各
个历史阶段辽宁省历史与文化的演变特点为断面，分专题介绍了辽宁历史文化的嬗变与人文社会发展
的经纬纵横，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力图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得通、读得懂的编辑方法，解
读辽宁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沧桑变化，为人们了解辽宁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一份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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