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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曾获中国书奖一等奖和首届国家图书提名奖的《中华文化》的最新修订。
由文化史名家冯天先生主笔,何晓明和周积明两文化史新锐合力,以宏大的构思、颖的理论、丰的内容
和严谨而优美的文笔,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生成机制和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上编从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成机制，重理论而又多有
丰富史料的佐证；下编勾画了自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内中华文化自发生到一统、多元
、隆盛、内省、融合、陈暮开新、烂熟式微、蜕变新生的发展历程，有描述而又不乏精辟议论的概括
。
　　本书既可作为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又可为普通读者领略中华文化精髓提供一个百科全书式
的指引。
　　本书曾获荣誉：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1年），第一届中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4年）
，第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二等奖（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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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天瑜，湖北红安人，1942年出生。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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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中华文化多样化发展和文化中心转移的地理前提　　　　地理环境通过物质生产及其技
术系统等等中介，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人类　　历史的进程，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时
，就有必要从文化赖　　以发生发展的地理背景的剖析入手，并进而探讨中华地理背景的诸特征与中
　　华文化诸特征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
因此，以下我们对中国地理环境的具体　　分析，都不是从纯地理学眼光出发，而是从地理学与文化
学相交融的视角生　　发开去，我们姑且将其称之“文化地理学角度”。
　　　　一、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　　　　中华民族栖息生养于北
半球的东亚大陆，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创造出独具风格、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一
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剧。
　　当我们把中华民族数千年间生于斯，长于斯，创造文化于斯的这片空间　　置于世界地理的总背
景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特征——它的领域广　　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
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形成一种　　恢弘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
。
　　埃及文明滋生于尼罗河第一瀑布(今阿斯旺附近)下游。
其中被称作“下　　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带面积约有二万四千平方公里，加上被称作“上埃　　
及”的一千多公里长的狭窄河谷平原，宜于发展农业的地域共计不超过四万　　平方公里。
在这片因尼罗河泛滥而凝集的沃土以东，是地势高峻起伏的东部　　沙漠，以西是浩瀚无际的利比亚
沙漠(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埃及人创造辉　　煌的古代文化，主要依托于那片被大海和沙漠围护着，由尼罗河所滋润的三　　四
万平方公里的冲击平原。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称埃及为“尼罗河的赠礼，埃及文
化乃是尼罗河的恩赐，埃及　　是尼罗河的女儿”。
　　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发轫于两河流域上游的扇形山麓地带(今土耳其东南　　部与伊拉克交界处)，
以后，受到干旱威胁的人们为寻求饮水和灌溉之便，　　进入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河河谷，开垦两河
流域中下游平原。
在两河流域以　　东，是险峻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干燥的伊朗高原，以西是叙利亚沙漠。
美索不　　达米亚文化得以繁衍的区域，大体限于两河流域适宜农耕的几万平方公里，　　加上地中
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滨海地区，组成所谓的“肥沃新　　月带”，比埃及文化依托的尼
罗河河谷及三角洲面积较为阔大，但格局终究　　有限。
　　希腊文化起源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滨海小平原。
在这些被崇　　山峻岭所包围的面对海洋的土壤贫瘠的小平原上，形成若干个面积数百至数　　干平
方公里，人口几千到几万的城邦，其中的泱泱大国如雅典，极盛期的人　　口也不过二十五万。
由于负山面海，腹地狭窄，向海外展拓成为希腊诸城邦　　的出路。
　　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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