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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河洛文化的产生、形成及发展；历史上的中原南下移民与客家先民等
共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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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国楼，男，1963年生，1992年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书记，兼郑
大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曾获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等称号。
主要从事宋史、中国家族文化研究。
先后独立或参编出版著作8部，如《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郑氏宗族史》、《古都郑州·史海
觅踪》(主编)等，参编《省情·河南文化》等教材4部。
先后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史》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有的被《人大复印资料》、《高校学报文摘》、《新华文摘》转载。
先后获省社科、教育厅、郑州市及学校多项奖励。
曾主持或参与完成《嵩山文化研究》、《历史专业中国史主干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西北地区人
口经济与生态变化的历史思考》、《宋辽夏金史》等省部、厅级项目8项。
目前承担“中原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原文化大典》等省重大项目研究的部分任务。
在宋史研究方面，偏重于宋代边区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探讨。
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直接与地方相结合，探讨家族的起源与播迁，客家民系的迁移、特征及作用等
问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之一丛书总序之二绪论第一章 河洛文化的产生、形成及发展第一节 滥觞期的河洛文化一、
河洛文化的考古探寻二、河洛地区文化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第二节 形成期的河洛文化一、夏商周时期河
洛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二、河洛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三、河洛区域文化的发展轨迹及相互交
流四、河洛文化的初步形成第三节 丕兴期的河洛文化一、秦汉魏晋北朝时期河洛地压的社会政治环境
二、河洛中原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民族融合三、河洛文化的传播四、河洛文化的前代继承与发展第四节 
鼎盛期的河洛文化一、隋唐宋时期的中原政治形势二、中原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与繁荣三、河洛地区
的社会文化风貌第二章 历史上的中原南下移民与客家先民第一节 早期中原地区的南下移民问题第二
节 客家先期移民的南迁一、关于“客家”的界说二、客家先民的南迁第三节 客家先期移民对河洛文
化传播的作用一、河洛文化的时段性和传承问题二、客家先期移民对河洛文化的传播第四节 客家民系
的播迁与文化传承第三章 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的渊源关系第一节 关于客家文化的认同第二节 客家文
化传统的渊源透视一、南迁先民的根文化传统二、客家文化传统的历史追溯第三节 客家家族的河洛之
源一、关于家族起源问题的基本认识二、陈、胡两姓家族问题三、温氏家族与江西石城温氏第四章 不
同客家区域的根文化传统及其世界影响第一节 赣南中心区域的移民文化特征第二节 闽粤中心区域的
移民文化分析一、“闽粤通衢”的历史见证二、闽西客家区域的河洛文化传统三、宁化小范围的地位
与作用问题第三节 近代客家信仰意识的发展及演变一、主体客家先民的原本信仰意识二、聚居地客家
传统信仰的发展三、近代社会环境下客家人的思想革新第四节 客家族群文化传统的世界影响一、美国
客籍移民的集中区域及文化传统二、早期夏威夷客籍移民的文化传统后记丛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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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许昌人”的发现。
200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曾被誉为许昌十景之一“灵泉瑞溢”的灵井镇西侧，发现了距今10万-8万
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出土了许多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包含大量古人类行为信息。
尤其是灵井遗址头盖骨化石出土层位的时代，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最敏感时段。
目前在非洲以外的其他大陆，距今10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非常稀少。
西方学术界一个较为盛行的观点认为，现代中国人及其中国的晚期智人，如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等，都
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中国的北京猿人等在距今约20万年前即已消失。
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曾提出现代中国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但由于发现相关阶段关
键的古人类化石（如头骨）较少，成为该学说的一大缺憾。
“许昌人”的发现，则为我们探寻现代人演化的链条提供了关键材料。
灵井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骨器，总数占国内已出土旧石器时代骨器的.50％以上，这说明除打制石器之
外，骨器同样是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用具。
在灵井遗址，还发现了一批处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典型细石器。
这批精美的细石器，有细石核、细石叶、端刮器、尖状器和修背器等，它们是细石器文化区域的最南
代表。
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灵井人过着游牧生活，灵井遗址则成为猎人们在泉水附近生活的一个缩影，是他
们工作营地的一部分。
截至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已有60余处，分布在豫东之外的全省各个地区，其中以豫西
、豫西南地区最为集中。
此外，还发现有南召小空山、荥阳织机洞、安阳小南海三处洞穴遗址。
位于河南荥阳市城南20公里的织机洞洞穴遗址①，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海拔300-800米。
这里丘陵绵延，沟壑纵横，水源充沛，植被丰富，由石灰岩构成的低山，岩溶作用强烈，随处可见裂
隙和溶洞，因此也成为中原远古人类理想的居住地。
尤其是织机洞遗址，海拔高程452米，原洞进深40米，现进深22米，洞前有一条季节性河床，高出洞
口30米，洞下为一片宽阔的半月形河谷台地，高出地面6米。
远古人类充分利用周围的水土资源，从而获得生存的保障。
例如水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因此原始居民选择的山洞附近都有常年不断的水流、湖泊或
泉水，以保证他们的生存需要。
当然同时也要避开河水泛滥或倒灌人洞，淹没居住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编辑推荐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国家社科规划基本项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