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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西文化概论》的写作与出版，即希望能够引导读者了解江西文化的辉煌过去，认识江西文化的特
质，扬弃其中的糟粕，为树立江西文化品牌、推动江西文化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鉴。
江西文化有辉煌的过去，我们须要不断地彰显先人们的伟大业绩和精神，从中发掘其现代价值并加以
继承和发扬。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不是沉浸在古代的辉煌中自我陶醉，更不能自闭于
一切先进思想和文化，甚至借历史自欺欺人，忽视传统文化中因循守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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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西文化概论》不奢望提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江西文化的概念，只希望通过研究江西历史上的文化
人物、事件和现象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示江西文化发展的历程，进而为探讨江西文化特质作
出一些贡献。
概念的纷争实际上反映出学术界对江西文化特质把握的不确定，而要准确把握江西文化特质，则须要
从宏观和整体上研究江西文化的发展历程，任何的专题研究都有可能导致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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