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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题名为《红山诸文化纵横谈》以辽西地区现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为研究基础
，上起兴隆洼，下迄小河沿，从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组织形式的进步和观念形态的演化这三者之间
相互关系的角度入手，较为系统地观察、分析了本区早期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初创之际的发展情形。
从区域分析和个案观察的角度上来深入地研究西辽河地区早期的社会历史文化，对于深入地了解和把
文明曙光--红山诸文化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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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和平，男，蒙古族。
1965年7月出生干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
1985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图书情报专业。
现任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馆长，大连民族学院中国民族文献信息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辽宁省图书
馆学会、大连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致力于民族文献学、民族图书馆学与“红山文化”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连民族学院教学改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参加国内外研究课题多项，多
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出版著作20余部，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l00余篇。
荣获国家、省、市科研成果奖励20多项。

　　黄士吉，男，汉族，辽宁辽阳人，l96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
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大连大学教授。
1983年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元杂剧作法论》；1988年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上中下）、《历代爱
国名篇选》；参编《中国文学艺术社团派流辞典》、《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新唐诗三百首精华
赏析》、《新宋词三百首赏析》、《中华奇杰志》、《增订注释全唐诗》等书。
学术著作《老子新译义疏》、《孙子新译义疏》、《楚辞九歌今绎》、《元曲家马致远诠释与解读》
先后问世。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主要社会兼职有：大连市学术专著资助出版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辽宁省唐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地方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楚辞研究学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会员，中国散曲学会会
员，香港教育中心理事，中华文海诗词文化研究中心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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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红山诸文化的范围及年代
二、红山诸文化的主要特征
三、研究红山诸文化的目的和意义
第一章 红山文化
第二章 兴隆洼文化
第一节 锄耕文明的起源
第二节 中国最早的玉器
第三节 玉龙故乡，文明发端
第四节 华夏第一村
第五节 古今罕见的居室葬俗
第六节 中国的维纳斯
第三章 赵宝沟文化
第一节 赵宝沟的耜耕文化
第二节 鸟兽图尊形器，中华第一艺术“神器”
第三节 中国龙凤崇拜的肇始
第四章 富河文化
第五章 牛梁河遗址
第一节 神秘的红山古国
第二节 远古神殿
第三节 人类的母亲女娲--中国女始祖神
第四节 女神庙、女神像的发现过程
第六章 牛河梁积石冢寻幽
第一节 “玉雕玫瑰”，红山古国的徽帜
第二节 猪龙玉牌，“祖先神”的标识
第三节 惊鸿一瞥，玉凤涅槊
第四节 牛河梁铜环，中国冶金史最早的铜标本
第五节 史前古城残垣断壁的诉说
第六节 积石冢，史前考古史上永远的奇迹
第七章 礼仪中心，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
第一节 牛河梁坛庙冢，大型祭祀礼仪中心
第二节 礼名起于黄帝
第三节 礼，文明起源的首要标志
第八章 小河沿文化
第一节 异彩纷呈的彩陶艺术
第二节 彩陶艺术的最高境界
第三节 原始陶文，汉字的起源
第四节 汉字，中国人最伟大的创造
第九章 颛顼大帝
第一节 颛顼，何许人也
第二节 颛顼，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改革家
第三节 颛顼“乘龙而游四海”
第四节 颛顼历的行用及影响
第五节 政绩斐然、文武兼备的北方之神
第六节 颛顼古帝乘龙而游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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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原始宗教
第一节 东山嘴祭坛，我国最早的宗教圣地
第二节 原始宗教的社会功能
⋯⋯
第十章 红山圣火
第二章 玉文化
第三章 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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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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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查海、白音长汗和兴隆洼出土了百余件成批的玉器，因此可以认为，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存在已经
不是属于个别遗址的特殊现象，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制玉业，已经从传统的制石业分化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了。
制玉业是在漫长的制石业工艺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传统的制石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
的对石材性能的理解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在新石器时代，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也是重要的生活用具。
当时的人们，掌握了一定的石器加工技术，在不断制造石器的实践过程中，加工技术日臻完善。
这种技术的提高，也被大量使用于玉器之中。
对石器的加工包括开片、成型、钻孔、镂刻、磨光、起凸及复杂的线条饰纹等，这些工艺成就，必然
为这种新兴的手工业门类所发展。
这样，制玉业一开始便有着超乎寻常的技术起点。
如敖汉旗董家营子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器制作厂，所切下来的玉片上的切割痕呈圆弧形，说明此时
切玉已使用转动的机械切割工具。
后来由于石制生产工具及大规模玉器制造的出现，这种技术在当时应是仅次于农业生产、畜牧养殖、
建筑，而与陶器制造相并行的重要技术手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玉石的加工已经到了令今天的人们
叹为观止的程度。
在没有金属器的时代，先民们的钻、刻、磨、割工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如查海、兴隆洼遗址所出土的玉器，经鉴定，其质地都属于真玉，即阳起石和透闪石的结晶体。
这是我国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真玉制品。
而从所发现的玉器表现出的形制规范、质地做工等特征来看，兴隆洼文化时代的制玉业已经走出了最
初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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