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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北文化研究》是一部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专著，该著上编对陕北文化的概念及陕北文化区域范围
的形成进行了科学界定和探讨，系统地论述了陕北文化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意义，揭示了陕北文化的
区域特点及其在中华民族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并对陕北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概
括、总结和展望。
下编对陕北历史文化中的突出现象与文化艺术精粹作了专题介绍与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具有重
要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及广大文化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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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静，副研究馆员。
1982年大学毕业，哲学学士。
现为陕西省榆林市艺术馆文化研究室主任，陕西榆林学院兼职副教授。
1989年起从事地域文化研究工作，国内外公开发表有关论文20多篇，主持了“陕西榆林地区第一次文
化资源普查”等工作，主编有《榆林长城研究》（三秦出版社）等地域建化研究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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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时期三、隋、唐时期四、宋、元、明时期五、清至民国时期第六章 陕北文化资源第一节 榆林地
区文化资源一、文物古迹资源(一)文物(二)古迹二、文化艺术资源(一)表演艺术(二)造型艺术(三)文学
艺术三、民俗宗教资源(一)民俗(二)宗教第二节 延安地区文化资源第七章 陕北文化资源及开发第一节 
陕北文化资源开发的宏观思考第二节 陕北榆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一、名胜古迹资源的开发二、自然
、民俗资源的开发三、文化艺术资源的开发第三节 陕北榆林段长城人文史迹的保护与开发一、榆林段
长城人文史迹二、榆林长城人文遗迹现存状况三、榆林长城人文史迹的保护与开发第八章 陕北汉画像
石第一节 陕北汉画像石的非原生剖析第二节 陕北汉画像石的独特内容第三节 陕北汉画像石的文化价
值第九章 陕北绥德炕头石狮第一节 陕北绥德炕头石狮文化溯源第二节 炕头石狮的艺术风格与手法第
十章 陕北民间舞蹈第一节 陕北民间舞蹈历史形成的承传基因第二节 陕北民间舞蹈的历史形成第三节 
陕北民间舞蹈历史形成的主线第十一章 陕北道情第一节 陕北道情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第二节 陕北
道情与道教音乐的相承关系第三节 陕北道情的宗教色彩第十二章 陕北民歌第一节 陕北民歌的形成与
发展第二节 陕北民歌的类型与特点一、劳动歌二、仪式歌三、信天游四、小调五、社火歌第三节 陕
北民歌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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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思想、物质、行为模式相异或难以相容时，便形成了文化的接触与冲突，此时文化区的发展因
空间范围约束而趋于相对的动态稳定状态，并在边缘地带产生了所谓的文化接触区域。
在文化接触区域内，由于相异种类文化的叠压而形成了多种（一般为两种）组合形态的复象文化。
复象文化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为两种不同性质文化并存均质混合的中间文化，一类为附属于其中一
种文化而渗杂许多其他种类文化的亚文化。
前者的发生一般是两种文化势力均等对峙时，文化扩散、文化交流、文化融合自然的平衡与过渡。
这种平衡与过渡属动态性的不稳定组合，往往随着对峙双方文化势力的涨落、强弱对比向从属于一方
的亚文化方向演化；后者的发生则是两种性质悬殊的文化势力在对峙过程中，文化碰撞、文化渗透、
文化包容与融汇的一种必然结果。
其从属性在该地带文化生态条件及政治、经济、传统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居住民完成的文化选择而决
定。
亚文化发生地带在时间、空间方面均持续稳定时，即形成了可以区别和辨认的所谓亚文化区域。
陕北文化，即是后一种性质的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中原农耕文化区系与北方草原游
牧文化区系长期对峙中形成的以原生农耕文化为主体，融汇游牧文化驳杂多样性文化因素和文化特征
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
依据大量考古发掘资料和众多文化学者研究的成果，我国从旧石器时期至夏、商、周三代，由于自然
地理——人类生存环境的差异，曾形成四个（或更多）大的文化区域。
一是阴山山脉以北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域（后来发展为草原游牧渔猎文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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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陕北文化研究》是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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