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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与中原文化一样悠久和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
        早在旧石器时代，浙西山区建德一带已有人类活动，考古界称之为“建德人”，这是迄今为止所
发现的越人最早的祖先。
越人早期主要生活在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和浙西北部的杭嘉湖平原一带，由于几次海侵和海退所造成
的自然环境与条件变化，越人曾数次迁徙，由高地迁往沿海平原，或由平原迁往高地。
大约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越人因海侵，再度由沿海平原地带向高处迁徙：一部分向内陆高
处，分别在杭嘉湖平原的马家浜、宁绍平原的河姆渡等地建立聚落；另一部分则漂洋过海，迁徙到了
日本群岛、南洋群岛等地。
《越绝书》将这两支分别称为“内越”和“外越”。
可见，浙江是以后逐渐遍及亚洲东南部的“百越”文化的发祥地。
古越族又称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的东南及南部，甚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有
百越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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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浙江文化的历史生成浙江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10万年前，“浙江人”的祖先——古“建德人”就在这里“落户”。
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发现则实证了距今约7000年前，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就开始了河姆渡文化、马家
浜文化延续发展的历史。
河姆渡文化向世人宣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摇篮。
而良渚文化则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成为中华5000年文化的确证。
上古之时，舜和禹到过浙江的传说，使浙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资源的源头。
迈入文明的门槛后，浙江早期文明经历了几次高峰，其中春秋越国、五代吴越国对于形成浙江的文化
性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越先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勤劳进取、勇悍刚烈的古越民风，构建了浙江文化农耕文明和海洋
文明兼具的文化特质。
在过去2000多年漫漫历史长河中，数次的中原人口南迁，对浙江文化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永嘉南渡使浙江文化和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而南宋定都临安之后，浙江不论是经济、科技、教
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全国领先的标杆。
第一节 浙江文化的渊源与谱系浙江文明史发轫极早。
在地处中国东南的浙江大地上，早在1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能证明这一结论的，是“一枚伟大的牙齿”。
1974年，在建德市李家镇新桥村的乌龟洞，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颗人牙化石！
确切地说，这是一枚30岁左右男性的右上犬齿。
与北京猿人的上犬齿相比，这枚犬齿的形状和结构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与现代人比较，这枚牙齿的齿
冠略大，齿根也不像现代人那样成桩形，而是显得更粗壮，这和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十分相似。
同时，这枚牙齿出土的地层以及相邻的动物化石，都与那一时期相当。
于是结论出来了，这是一枚处在人类进化阶梯上的晚期智人时代的古人类牙齿，距今约10万年左右。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浙江文化教程>>

后记

地方文化表现当地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个地方社会发展进程的具体体现。
一个地区人民的凝聚力来自广大人民对本地区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浙江山清水秀，人文荟萃。
千百年来，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多次的文化交融，造就了灿烂辉煌、底蕴浑厚的
浙江文化传统。
从史前河姆渡、良渚文化，到大禹治水、句践图治；从南宋定都，风云际会，到五四潮起，群英领袖
；再到改革开放，“走在前列”，浙江文化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继承与传播浙江文化，就是要通过对浙江历史文化的解读与当下现实发展的有机结合，提升浙江人民
的文化自豪感和责任感，达到增强文化凝聚力的作用。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浙江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资
源大省。
但文化资源大省不等于文化强省，全省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与浙江文化的丰富资源尚有距离。
要让文化资源发挥作用，复兴传统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省，必须在人才培养上实现创新
，充分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提升现有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提高浙江文化的整体竞争力和
辐射力。
因此，在浙江高校课程设置中渗透浙江文化以及浙江人文精神，是培养浙江经济建设人才的需要，是
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是浙江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
今天的学科知识，就是明天的生产力。
有理由相信，这一教学实践，终将促进浙江文化有机地转化为能动的经济创造力、巨大的社会凝聚力
、核心的文化竞争力。
在省内高校开设浙江文化地方特色课程，把浙江文化的优良传统与建设浙江文化的使命感渗透到人才
培养的过程之中，更实际、更有效、更深入、更长远地把浙江省情、民情的教育贯穿到高等教育之中
，早在多年前就为智者所谋，并付诸行动。
浙江师范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台州学院等高校都有开设此类相近课程的尝试，效果良好。
为配合浙江文化课程的开设，编写一部水平较高又适应教学的教材，亦在两年前全省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科建设联谊会上就为部分学者、专家倡议，尔后也在相关场合得到许多高校教师的共鸣。
近期，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财经学院、中国计量
学院、浙江科技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等高校有关院（系）相与协商，决定共谋此举。
当这一计划开始实施时，浙江省教育厅、浙江工商大学的有关领导表示赞赏，并给予了充分支持，浙
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亦愿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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