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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辽宁是一个拥有44个民族的多民族省份，除汉族外，还有满、蒙古、回、朝鲜、锡伯等43个民族
。
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和当今满族、锡伯族的最大分布省份，以满族为代表的关东民俗特色鲜明。
辽宁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他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与恶劣的环境抗争，适应
特殊的自然条件，各民族融合共生，由此形成辽宁地域文化中所特有的朴实、厚重、豪爽、诙谐的一
面。
独特的区位与自然条件、特有的历史进程与民族融合特点是形成辽宁旅游文化的本源。
在辽宁旅游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认真思考辽宁地域文化特点及其深刻内涵，适应旅游市场发展
需要和旅游开发新趋势，理性地研究辽宁旅游开发的战略策略，这是时代赋予旅游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更是我们关心辽宁旅游业发展的同志不容推辞的历史责任。
　　《辽宁旅游文化研究》的主体部分由佟玉权和韩福文完成，同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参加《辽宁旅游文化研究》编写的还有马鹤丹、孔祥芝两位同志，她们分别负责执笔第二章和第六章
。
以旅游开发的视觉审视省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问题在国内还应该是拓荒之举，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
疏漏甚至错误很难避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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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丰富的燕文化遗址　　燕人大规模进入东北后，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杂居相处，中原文化迅速在
这里传播，并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燕文化。
虽然燕国是战国七雄中最靠北的诸侯国，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但就燕文化的基
本特征而言，所接受的华夏主体文化成分较多，并构成燕文化的基调，所以可以说燕文化是汉文化的
早期文化。
辽宁大地上大量而丰富的燕文化遗存，反映了当时燕国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广泛传播，说明战国中后期
这里已经属于燕国文化区域。
这些文化遗产除了燕长城外，主要包括：　　（1）燕城。
燕人在辽宁的城址较多，现已发现的有二三十座，有的是郡县官署所在地，有的是燕军屯戍的城堡。
其中最著名的是襄平古城，它既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统辖辽东地区居民、镇抚各部
少数民族的重镇。
此外，还有新金（普兰店）花儿山城址、铁岭新台子城址、朝阳十二台营子遗址、建昌县巴什罕城址
、锦西小市荒地城址、建平达拉甲城址、建平巴达营子城址、喀左山嘴子城址等。
这些古城址是辽宁最早的城址，表明燕人已把筑城技术传播到辽宁各族之中。
　　（2）燕人青铜器。
燕国时期，辽宁地区的青铜文化十分先进。
喀左出土的匽侯盂、鸭形尊、蝉纹盘、亚微罍、蟠龙罍等，造型精美，纹饰瑰丽，工艺绝伦，闪烁着
三千多年前劳动工匠的无穷智慧和创造才华；凌源出土的青铜动物形饰件，栩栩如生，美观风趣，表
现出辽宁地区青铜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地方特色；朝阳出土的丁形剑和多钮镜，北票出土的燕王职戈等
等，都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者的重视，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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