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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珠江文化创始期——先秦时代的“雏形文化”，第一高潮期——汉代的“广信文化”，第一缓冲期—
—南北朝的“南域文化”，第二高潮期——唐代的“盛世文化”，第二缓冲期——唐五代的“南汉文
化”，第三高潮期——宋代的“炽热文化”，第三缓冲期——元代的“抗争文化”与“商通文化”等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珠江文化史>>

作者简介

黄伟宗，男，1935年出生于广西贺州，祖籍广东肇庆。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是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的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文化学者，珠江文化理论的首创者和倡导者，珠江文化工程的领军人物，
著有《文化与文学》、《文艺辩证学》、《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观照》、
《珠江文化论》、《珠江文化系论》、《珠江文踪》等二十余部，总主编《珠江文化丛书》（已出
版33部）和学术杂志《珠江文化》。

  司徒尚纪，男，1943年出生于广东阳江。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
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是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史地学家、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华夏
江河传记丛书》中《珠江传》的作者，为珠江立传的第一人。
著有《广东文化地理》、《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东历史地图集》、《中国南海海洋国土》、《
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中国南海海洋文化》等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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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珠江文化　　第二节　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长河　　　一、珠江文化创始期——先秦时代的“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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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海洋文化　　　二、古道文化　　　三、移民文化　　　四、华侨华人文化与侨乡文
化　　　五、书院文化　　　六、器艺文化　　　七、宗教文化与民间崇拜文化　　　八、民俗文化
　　　九、异物文化　　第四节　自然与人文环境合铸的文化特性　　　一、海洋性、共时性、领潮
性　　　二、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　　　三、重商性、务实性、时效性　　　四、敏感性、变通
性、机缘性　　　五、平民性、平等性、自在性　第一章　珠江文化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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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时代的珠江文化　　第一节　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　　　一、珠江流域远古人类的远祖　　　
二、珠江流域最早的石器文化　　　三、珠江流域远古人类与现代中国人起源的关系　　　四、元谋
人对珠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影响　　　五、马坝人及其文化在珠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六、柳
江人及其文化的发现对珠江文化的重大影响第二节　旧石器时代的珠江文化　　　一、盘县大洞遗址
及观音洞文化　　　二、百色的旧石器——远古时期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象征　　　三、珠江文化在旧
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发展　　第三节　中石器时代的珠江文化　　　一、中石器时代珠江文化的特色
　　　二、中石器时代珠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点　　　三、人种分化的确定在珠江文化中的表
现　　　四、稻作起源和家畜饲养起源在珠江文化中的反映　　　五、人类社会结构和原始宗教、艺
术起源在珠江文化中的形成和发展　　　六、珠江文化中的中石器文化与我国北方的中石器文化异同
点　　　七、中石器时代珠江文化的对外交流　　第四节　新石器时代的珠江文化　　　一、新石器
时代早期的珠江文化代表性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珠江文化　　　三、珠江文化与中
国陶器起源　　第五节　珠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　　　一、多民族社会的形成
　　　二、社会形态和生产类型　　　三、生产力与文化、科学、艺术和宗教意识　　　四、珠江文
化创始时期的萌动形态　第三章　先秦时代的珠江文化　　第一节　先秦时代的珠江流域　　　一、
帝舜南巡葬于苍梧之野　　　二、《禹贡》的九州和三代的五服　　　三、《山海经》中的南方　　
　四、先秦两汉史籍的有关记载　　　五、生活在珠江流域的先越、百越土著居民　　第二节　先秦
的滇王国和夜郎文化　　　一、云贵高原早期青铜铸造的出现　　　二、滇人和滇国文化　　　三、
滇国青铜文明　　　四、夜郎文化与先秦的古夜郎　　第三节　先秦骆越西瓯文化　　　一、红水河
文化　　　二、大石铲崇拜——桂南古国文化的特色　　　三、走进青铜时代的感驮岩人　　　四、
苍梧古国和古苍梧文化　　　五、大明山下骆人的早期方国　　　六、发现银山岭——西瓯青铜文化
　　　七、骆越与西瓯的岩洞葬　　第四节　先秦的南越文化　　　一、南越地和南越族　　　二、
先秦南越文明的起源　　　三、粤东远古文化的历程　　　四、走进青铜时代的浮滨人　　　五、从
石范铸器起步的南疆青铜文化　第四章　秦汉六朝的珠江文化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代的珠江文化　
第六章　宋元时代的珠江文化下　第七章　明清时代的珠江文化　第八章　近代的珠江文化　第九章
　现代和当代前期的珠江文化　第十章　当代新时期的珠江文化后记　珠江文化的探索历程附录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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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学术活动年青（198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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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作为中国古代长期的主体文化，黄河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综合了各种地域文化，具有开放的形
态、包容的气势、不断自我改造的完善体制和发展潜力。
如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就是综合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产物，大汶口文化又综合了青莲岗文化
和东夷土著文化，而仰韶文化则是河南裴李岗文化、河北磁山文化和陕甘大地湾文化结合的结果。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经过与这些地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代有损益，终至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以
周文化为内核的华夏文化。
其后，黄河文化北收戎狄，南容楚越，兼容并蓄，吐故纳新，形成隋唐时期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
，不仅主导了华夏文明的发展方向，也通过其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周边的多元文化产生强大的
向心作用，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继黄河文化而起的文化体系，长江文化不仅起源甚早，进步颇快，而且具备了开放、包容和进取
的精神，尤其在近代以来，长江文化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它善于调整机制以适应国际大文化的发展
趋势，善于顺应时代要求，把握改革契机，不断自我完善，充分发挥后发文化的优势，赶超先进的黄
河文化。
长汀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具有较强的文化辐射功能，文化生态呈外向性，文化心态为开放性，保守
性和滞后性因素较少。
另外，因为长汀水域的巨大和交通的便利，使长汀文化扩散和信息传播具有全方位特征，如从长江上
游到中游、下游，虽然是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但作为整体的长江文化都能够将其囊
括在内，并能因此而融会贯通。
因此，长江文化具有河谷型文化、山岳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先进因素。
强大的包容性使得长汀文化资源整合程度好、开发速度快、利用水平高，不仅能对传统文化和黄河文
化进行扬弃和改造，而且能对外来的异质文化进行合理的选择吸收，还善于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和文
化交融中进行选择性重构，以此形成自己的独特性。
珠汀文化的开放、包容和进取性集中体现在海洋性特征上。
自古以来，珠江流域的沿海就布满了海港，且一直进行着海外贸易，历久不衰。
广东是中国古港数量最多、历史最久、年代最齐全、海岸线最长的省份，珠汀文化的海洋性、开放性
的特质是自古相传而普遍存在的区域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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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末叶，我们一批致力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作家，作为省政府参事或文史馆
员，在为省和市县政府出谋划策，尤其是调研、交流中，感觉到整个珠江流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自
成一个系统，有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内涵，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元。
中华文化，如果漠视珠江文化的历史作用，那就是不完整的，尤其是近现代珠江文化，正是对其“三
千年未有之变局”，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近现代中国整个文化
的格局——这不仅有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启动于广东为证明，更有我们今天，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
大最早的实验区为证明。
可以说，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这一理论概念是难以产生的。
这一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我们身上。
最终引发黄伟宗教授学术冲动的，则是20世纪80年代未一部名噪一时的电视专题片。
该片只看到了黄河文化，忽略了中华文化还有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等水文化的存在。
其以黄河文化立论为中华文化的发祥是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欠缺蓝色文明，并以黑格尔对中国
文化的偏见证实中国注定是落后的。
然而从历史上看，珠江文化是不乏蕴涵蓝色的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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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珠江文化史(套装上下册)》是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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