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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方史纲》时间范围起自夏商周三代，迄于清朝末年，跨度达数千年；所论内容，包括各
时期中央王朝的国家体制与对地方的统治、管理形式，民族分布和形成状况，边疆民族及其与中原王
朝的关系，各区域经济状况，文化状况，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等。
可谓方面极广，史实丰富多样，凡所论列，确实给读者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知识。
然则著者为读者提供的决不仅限于史实的论列、知识的陈述，著者为自己确定了更高的目标：要进而
探求和阐释历史变迁之底蕴，和中华一体多元格局形成、演进之轨迹；要让读者确实地获得关于在中
国国家一体的治理、吸引、推动之下，各地区在悠久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而各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进步和特点，又是如何推进统一国家更加发展、壮大、坚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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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二节　中国原始人类分布与原始文化的分区　　大约在距今1万
年前后，原始人类社会出现了“新石器时代革命”，促使人类社会迈入新石器时代。
关于这一划时代变革的重要标志，一般认为是农业的出现，在石器制造业中出现了磨制技术，以及陶
器的产生。
在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村落疏密不一，多沿河谷分布，由于自然地理的差异，早在旧石器时代原
始人类的文化所呈现出的区域性，在新石器时代区域性文化的特征更加鲜明，并且同一区域内居民的
社会活动又因各种原因创造出不同的文化类型，这些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发展，孕育了
中华大地上的文明曙光。
　　一、远古居民主要分布地区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界流行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一些外国学者强调外国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化
的影响，出现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北来说”、“南来说”。
50年代末，由于考古文化的新发现，安志敏、张光直、石邦兴三位先生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相似的观
点：豫西、晋南和陕西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田野考古的广泛开展，一些碳14数据逐步发布，人们认识到核心地区新石器时
代文化并不比边缘地区早。
于是，核心地区起源说很快被“区域文化多元说”所取代。
到20世纪末，中国各地已发现的遗址数以万计。
对于原始文化分区的认识，学界有多种观点。
　　最有影响的首推苏秉琦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新石器时代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强固地维系在氏族、
部落之中，这样，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所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必然有其独特的特征。
他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的研究，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据此将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
化分为六大系：　　（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广义的北方为西北、北方和东北，狭
义的北方包括辽东、辽西、内蒙古河套地区、河曲地带、陇西等5个亚区系，各亚区新石器考古文化
各成区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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