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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库》各册专著，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地名学的学科内容，系统地揭示了地名学的主要论题，
因而《文库》具有鲜明的系统性；本《文库》以中国地名工作的根本目标&mdash;&mdash;地名标准化
为纲，各册专著均遵循不断推进、逐步实现地名国家标准化和地名国际标准化这个大目标阐述理论主
张，因而《文库》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本《文库》各册专著在理论观点上既保持地名学科的一致性又
允许各自成理论体系，在内容上既防止相互重复又允许必要的交叉，在体例上既保持统一的规范又允
许必要的具体变通，因而《文库》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本《文库》各个专著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原则，切实服务于地名工作实践，因而《文库》具有鲜明的实用性；本《文库》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
的原则，一方面积极传承中国地名学研究理论成果并使之发扬光大，一方面着眼未来大胆开拓创新，
使之长足发展，因而《文库》具有鲜明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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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距今大约1万年前，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迈入新石器时代。
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原始先民由采集、狩猎
的游徙生活转入农耕、畜牧经济的定居生活。
这是先民创造原始物质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同时，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精神生活的追
求，此时语言敲开了人与人间的心灵之门，记事符号为文字的起源打下了基础，绘画、雕塑、音乐、
舞蹈艺术开始萌芽，天文、历法、建筑、医药等知识初露端倪之势，对自然与灵物的崇拜启迪着原始
宗教。
总之，原始物质文化的丰富引发了原始精神文化的产生，从而加快了中国文化形成和前进的步伐，为
中华文明迎来了新的曙光！
对于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伟大转折，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称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①。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的内涵，并非仅仅是“农业革命”，而是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跃进，是一次
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大突变。
根据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一书，对“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内涵所作的精辟阐析，
试将“中国文化起源的奠基阶段”原始先民创造的文化成果分述如下。
1.原始农业的兴起。
原始先民由单纯依赖狩猎和采集植物果实与根茎为生，逐步发展为农业与畜牧业生产，逐渐成为其获
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
这是一次人类获取食物方式上的革命，也是先民创造原始文化的一次飞跃。
与之相关的有如下几个方面：（1）生产工具的改进。
虽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工具以打制、琢制为主，但到新石器时代绝大多数石器已在此基础上进行
磨制，而且连骨器、蚌器、玉器也能磨制。
各种不同用途的工具随之出现，如用于农耕的石犁、耕田器等，用于木材加工的石斧、锛、凿、铲等
，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2）农业的出现。
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先民逐渐熟悉了植物生长规律，因而出现了农业栽培技术，农业
生产成为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的主要成果。
我国古籍中关于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②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耕文
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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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名文化遗产概论》是中国地名标准化研究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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