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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开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系列教材，是一套高水平、高质量的教材，多年来
一直被全国许多高等院校所选用，久获盛誉。
2005年，有幸加盟南开大学出版社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完成了《中国历史文化》
一书的编写。
此书自2005年6月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认可，曾多次印刷发行。
作为编著者，深受鼓舞，甚为感激。
今应广大读者之需，受南开大学出版社之邀，重新修订再版《中国历史文化》，承蒙信重，深表谢意
。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历史专业、旅游专业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因此，对旅游专业的教材建设也就非常热
衷与关注。
能够为旅游专业的教材建设贡献一点绵薄之力，这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作为一名教师的光荣。
中国历史文化课，是全国各高等院校旅游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
历史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
从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市场各个环节的运作，到具体的各个旅游景点的导游工作，都离不开历史文
化。
旅游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在旅游机构的引导下，沐浴自然，感受历史，体验文化的过程。
因此，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旅游工作者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基本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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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以血缘团体为社会细胞的宗法制社会　　在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代，先民们还没有形成稳
定的血缘团体。
在距今大约三万至二万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即出现了以女性为主导的、世系以
母系计的血缘团体，后世称之为母系氏族。
氏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团体，它既是生活单位，也是生产单位.至距今约五千年前后，母
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男性成为氏族的主导力量。
国家形成以后，由于生产的需要、战争的需要，作为血缘团体的氏族，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得到了加
强.古代的中国就是拖着长长的血缘纽带进入阶级社会的。
在夏、商、周三代，血缘团体的宗族是集生活、生产、行政、军事于一体的社会集团.周代组织各级政
权的分封制和体现政治关系、人际关系的礼制，就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
这种血缘团体，经汉、唐而至明、清，几经改造一直保留着。
中国古代许许多多的文化事象无不打上宗法制的印记。
　　（三）多民族同居共处的大一统社会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同居共处的大一统社会。
虽然也曾屡有民族间的斗争、政权上的分立，但正所谓是“分久必合”，民族同居融合、国家统一始
终是主流。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五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第一次是在原始社会末期。
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及其附近的有东夷的九黎族、炎帝族、黄帝族、苗族、鸟夷、淮夷等等。
这些部族经过不断的斗争、联合、融合，最后形成了以融合炎帝族后的黄帝族为主体的与东夷族联合
共处的部族共同体，是为华夏族的前身。
第二次是夏、商、周三代，经春秋而至战国。
中原地区的炎黄族及周边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族，经过两千年的同居共处，斗争融合，形成
了华夏族.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继之而起的两汉长达四百年，在更大的范围里，实现了更广泛的民族共处与融合。
汉王朝直属的各民族，被周边的民族称为“汉人”，即汉族。
“汉人”之名虽然见于南北朝时期，但实际上汉族的形成是在汉代.第三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时期，中原战乱空虚，周边强大起来的匈奴、鲜卑、氐、羯、羌等少数民族纷纷乘机进入中原
。
从公元304年至581年，先后建立了19个少数民族政权。
至隋、唐时期，这些民族许多都融入汉族之中，也有的汉族融入各少数民族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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