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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伟大创造。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就辉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燕赵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它的地域范围大致是北起阴山南麓，南达黄河，西至太行山，东临大海。
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南部以及山西省北部、山东省、河南省
的部分地区。
广阔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开放的人文地理环境，为燕赵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燕赵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周边的齐鲁文化、河洛中原文化、三晋文化
、蒙古草原文化、关东文化水乳交融，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燕赵文化的若干特征：其一
是平原农耕文化与草原畜牧文化相互会合；其二是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其三是元
、明、清以来，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既与传统的地域文化相互结合，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和“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其四是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激烈撞击中，燕赵成为中国现代
文化的策源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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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伟大创造。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就辉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燕赵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它的地域范围大致是北起阴山南麓，南达黄河，西至太行山，东临大海。
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南部以及山西省北部、山东省、河南省
的部分地区。
广阔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开放的人文地理环境，为燕赵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燕赵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周边的齐鲁文化、河洛中原文化、三晋文化
、蒙古草原文化、关东文化水乳交融，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了燕赵文化的若干特征：其一
是平原农耕文化与草原畜牧文化相互会合；其二是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其三是元
、明、清以来，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既与传统的地域文化相互结合，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和“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其四是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激烈撞击中，燕赵成为中国现代
文化的策源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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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种观点：中山是狄族所建立的国家，其中又分为三种观点，即白狄说、长狄说、众狄说（史
学界多持鲜虞白狄说）。
　　第二种观点：中山是山戎鲜虞氏所建的国家（近年来考古学人士李玉瑞等主之）。
　　第三种观点：中山是周王所封建的国家，应属华夏之国。
　　笔者认为，中山不会是周王所封建的国家。
这个问题有关学者已作了充分的论辩，兹不重复①。
　　中山应为白狄而非山戎所建国家。
据文献材料来看，均记载其为白狄别种，从未记载其为山戎族的。
李玉瑞依据中山地区考古资料中墓葬所出的文物，多与史载山戎所处之地发掘的墓葬材料具有相同的
少数民族风格，因之认为鲜虞有可能来自山戎，而非白狄。
其实，春秋战国之际，正是戎狄交侵中原之际，今之河北北部本是戎狄部族杂处交融之处，因此在白
狄鲜虞所建之中山国疆域内出现具有戎族风格的墓葬是不足为奇的。
再者，春秋战国时期本为民族融合的古今一大变革时期，这一民族融合，不仅表现为华夏与戎狄族的
融合，也表现为不同风俗的戎狄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戎狄两民族都具有与华夏不同的风俗习惯，两者具有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虽在风俗习惯上略有区别
，但春秋战国之际的华夏之人往往将其相提并论，二族融合起来应更容易。
目前，史学界在关于戎狄民族关系和称号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有一种观点认为戎狄本来是一个民族
，只是因为时期和地域的不同而导致称号的变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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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燕赵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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