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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
一&ldquo;摇篮&rdquo;，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
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
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
　　1993年，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震动，撰写了题为《中国古
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
1997年，他再撰《中国历史必须重写》，重申应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表明：奇丽弘深的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她和
黄河文化南北交会，澎湃激荡，形成奔涌不息的中华文化之巨流，汇入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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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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