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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文是一个城市的根和魂。
对一个城市而言，高科技可以引进，资金可以引进，人才也可以引进，唯独人文无法引进。
当一座城市的人文区别于其他城市并以其独特的文化绽放时，其魅力是深层的，会使人在震撼之际被
吸引、被感染、被折服。
　　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昌，底蕴深厚，气象万千，处处透射着以“大气开放
，诚信图强”为精神内核的城市人文。
这种以“大气开放，诚信图强”为精神内核的城市人文，源自于南昌的人文荟萃。
南昌有许多独具魅力的文化资源：以八大山人水墨写意画为代表的书画艺术，以绳金塔为代表的民俗
文化，以万寿宫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滕王阁为代表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古色文化，等等。
这些，为南昌“大气开放，诚信图强”的城市人文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因子。
比如，滕王阁，虽历经千年仍不失为大气之作；王勃写下的千古美文《滕王阁序》，既展现了初唐时
期南昌“大气开放，诚信图强”的盛世景象，也引领和孕育了南昌“大气开放，诚信图强”的人文特
色。
这种以“大气开放，诚信图强”为精神内核的城市人文，铸造于南昌的英雄诗篇。
80年前南昌城头的“八一”枪声，震惊了华夏——南昌从此成为军旗升起的地方；1938年南昌的抗日
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被誉为“南方的延安”；“文化大革命”时期，南昌的一条“小平小道”走出了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
这种以“大气开放，诚信图强”为精神内核的城市人文，形成于南昌的开拓奋进。
城市人文，不仅体现于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之中，更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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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代进入21世纪，南昌——作为一座千年文化古城，正在重新焕发它的光彩。
但是，当滕王阁、绳金塔推倒重建，当青云谱逐渐被城市的喧嚣淹没，当书院街再也不闻书香，当百
花洲被城市的水泥森林所包围，南昌似乎不再是我们童年记忆里的南昌，也不是地方史志和诗山词海
中的南昌。
在隆隆的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声中，文化意义上的南昌却离我们越来越远，这应该不是我们的初衷。
我们在重构我们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失去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成为城市
的精神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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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距今约1.5 万年至5000年的上万年间，人类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石器时代。
目前江西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人群就是万年县仙人洞母系氏族部落，它像一颗璀璨夺目
的原始文化明珠镶嵌在赣鄱大地上。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约6000年至4100年之间，江西境内的原始氏族聚落已广泛增多，人丁也日
益繁衍，是赣境地区史前聚落快速发展和繁荣时期。
有专家对这一时期的遗址进行了文化分类，如距今约6000年前的分布在赣江中、下游偏西地区的新余
拾年山一期文化；距今约4800年前的赣西北山区，即修河支流奉乡水两岸及其周边地区的山背文化；
距今约5000年至4500年的赣东北地区的广丰社山头文化；分布最广、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赣江中、下游
及其一些支流为中心的樟树筑卫城文化（有的称樊城堆文化），年代跨度为距今约5500至5000年左右
；此外，还有距今约5000年至4500年的靖安郑家坳文化。
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聚落，尽管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谱系也不尽相同，但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其
他伴出的遗物以及相关的遗迹分析，它们除个别滨湖地区的原始居民主要从事渔业外。
都普遍以农业为主，而且以栽种水稻为主要生产活动.当然也兼营狩猎和捕鱼。
　　距今约4100年至3600年，赣境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遗址以樟树筑卫城、樊城堆遗址为
代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原始居民的聚落形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逐渐从
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最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此时，中原地区开始步入阶级社会，并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而随着夏王朝对江汉地区三苗族的征服，夏人开始南迁，夏文化随之南渐.从而大大促进了赣境地区原
始氏族制的解体，开启了华夏民族与古越民族的融合。
　　南昌地区的历史进程也大致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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