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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盆地古称巴蜀，产生于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称为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志（修订本）》叙述了从古代到近代巴蜀文化发展的盛衰轨迹、主要特点，以及对中华文
化与世界文化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叙述中力求全面而突出重点，严谨而不枯燥。
《巴蜀文化志（修订本）》认为，巴蜀文化在古蜀文明时期、汉代与唐宋时期有过三次繁荣的高峰，
三度位居全国的前列。
宋代以后呈现全面的衰退，清代后期才有明显的复苏。
早期的巴蜀文化是自有特色、独立发展的一种文化，但与外界（包括中原文化）一直有着日趋密切的
交流，在交流之中发展、创造。
从宏观的高度来总结，巴蜀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主要由移民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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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庭栋，1940年生。
196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8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1983年参与筹建马蜀书这社，并
在该社工作到1993年，此后成为自由文化人。
著有《张献忠传论》、《解秘中国古代战争》、《古代吸烟史话》、《古代职官漫话》、《周易初阶
》、《话说四川》、《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锦乡成都》、《天府的记忆》、《巴蜀文化》等30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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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第一节 释“巴”、“蜀”四川地区古称巴、蜀，最早是巴、蜀分称，以后则巴蜀合称。
然而无论是巴或蜀，在古文献中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
”①不过，无论是殷周的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未见到巴的记载。
这可能是一个偶然现象。
有一些学者认为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地域就在今汉水、丹江之间，殷武丁时期就曾与殷
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
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迄今为止，甲骨、金文都未见巴字，现在部分学者所释定的“巴”字乃是误解
。
这一古文字的考释问题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我只想指出，在学术界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几部古文
字学巨著，如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
、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汉语大字典》，都不认为甲骨文中有巴
字。
巴字在古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山海经》，而且是以地名与国名出现，如“西南有巴国⋯⋯后照是始为
巴人”，“是司神于巴”，“巴蛇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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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我国地域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巴蜀文化的研究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真正起步，直到改革
开放之后才真正繁荣。
我本人虽然本科与研究生都是学的历史，但是1965年一毕业就遇上“四清”与“文革”，十多年的大
好青春未与专业沾边。
拨乱反正以后恢复了正常的业务工作，可是一直是在出版社作编辑，从来没有搞过专业研究，从来只
是一个历史文化的爱好者与业余的研究者。
有幸的是，因为我是在做历史读物的编辑工作，经常都在与各种历史著作、各位历史学家接触，耳濡
目染之中，也算是一直没有离开过历史科学的天地。
在我的业余研究中，从来都是以中国古代文化史为主要方向。
但是因为自己是四川人、在四川读书、在四川工作，所以对于巴蜀文化史也就很自然地会有一种天生
的喜爱，会有较多的接触，虽然这从来也不是组织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正是出于这种兴趣与爱好，所以这些年也曾经写过几本有关巴蜀文化的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1998年出版的《巴蜀文化志》一书应当是最为重要的一种，也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唯一
一种全面论述巴蜀文化的著作（出于对学术研究的尊重和对巴蜀文化的热爱，我不能不在这里指出，
时事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了一本由林军、张瑞涵编著的《巴蜀文化》，列入《文化之旅系列丛书》
之一。
此书作者对巴蜀文化素无研究，治学态度极不严谨，全书框架明显不妥，内容七拼八凑，表述错讹百
出，虽然以“巴蜀文化”冠名，但是我不能不说此书的确不能算是一部全面论述甚至介绍巴蜀文化的
著作）。
虽然我自知作为一个业余研究者是如何的学识疏浅，自知斗胆完成的探路式的著作水平肯定不高，但
是因为它在十多年中所暂时保持的唯一性，所以还是认为它还有着一定的不可代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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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蜀文化志》是由袁庭栋所编著，四川出版集团和巴蜀书社共同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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