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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的扩张性，决定了它既被其产生的地域限定，又具有超地域的特征。
或者说，这是一种立于中原又从中原出发的文化。
按照司马迁及历代史家的一般看法，它的起点在河洛。
如《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这也是当代研究者试图以河洛指代中原的原因。
但从后来《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扩张态势看，河洛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明显过于狭窄。
北魏时期，孝文帝拓跋宏计划从代郡迁都洛阳时曾言：“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
”按照这句话提供的序列，“帝宅”被崤山和函谷关限定，“王里”被河洛限定，“中原”则明显是
以前两者为中心形成的地理区域的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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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情感，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中原自然和文化价值的重新认定。
在有关东晋初年的历史文献中，屡见士人称颂中原之地“土气清和”，而江左之地“暑湿郁蒸”、“
多诸毒恶”的议论。
这种一褒一贬的看法固然有其自然地理的依据，但又明显因情感的介入而缺乏判断的公允性。
比如，曹魏时期中原地区疫病流行、田园荒芜、白骨露野的负面景象，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认知范围。
也就是说，东晋士人眼中的中原并不是中原地区的实然状况，而是融合了价值倾向的对中原故地的情
感和想象性重建。
与此一致，他们多以神乡、神州、神华、桑梓、帝宅等称呼中原。
这种称谓不仅赋予了中原父母之帮（桑梓）和帝王正统（帝宅）的意义，而且将其视为被神灵眷顾的
区域。
根据这种情况可以看到，起码中国社会自两晋时期始，中原与江南的对峙，使其作为一个区域地理单
元的特性得到强化。
同时，东晋士人恢复故国的强烈愿望使其由自然地理对象跃升为情感和想象的对象，对其包蕴的神性
、历史、政治、血缘等层面的价值的认定，则使其成为文化积淀和诸种价值观念的载体和象征。
正是因此，我们可以说，到两晋时期，中原文化才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概念。
或者说，地理的中原才真正开始演化为文化的中原。
　　二、中原文化的历史奠基　　但是，两晋时期中原的文化化，却又是立足于此地漫长的历史文化
积淀。
也就是说，没有此前自“三皇五帝”以来数千年的积厚之功，所谓两晋时期中原作为文化概念的自觉
将失去依托。
　　那么，在中原文化走向自觉之前，为其提供历史奠基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就物质文化而论，中原地区繁丰的早期历史遗存，以感性的方式彰显着人文精神的深邃和
厚重。
像上古时期的帝王之都，如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尧建都的平阳（今山西临汾），舜
建都的蒲坂（今山西永济），均在中原地区留下历史印迹。
后来，夏代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安邑（今山西安邑）、平阳，商代的毫（今河南商丘）、殷（
今河南安阳），均存在于中原的地理版图之内。
至于洛阳，自周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①始，历春秋、战国、秦汉及魏晋，长期是帝王的都城或
陪都。
九鼎作为帝王重器，它存于洛阳，也是对其天下中心位置的奠定。
据陆机《洛阳记》，到西晋时期，周代洛阳的城市制式依然续存。
如其所言：“周洛阳城，周公所制，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城橹，外有沟渠。
”②这些历史遗存，使现实的中原与其历史，被以一种感性的方式联结在一起。
这种物化的历史存在，不仅一再勾引起后人的精神记忆，而且以感性的形式使历史变得直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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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成纪、杨云香主编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意在探索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分总论、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与发展四
个部分。
相信，此项成果是对我国区域文化研究的一次重要推进，对认识中原文化的特质、以及中原文化与中
国文化的关系、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将提供一个理论与史料相互参证的完备知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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