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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地理概述》

前言

　　1952年执教以来，主要担负经济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涉足中国文化地理是80年代以后的
事。1972年到1982年在冶金工业部工作10年，接触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发现不少经济布局问题的症结
在文化上。1980年随中国冶金工业代表团考察日本钢铁工业，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高
速增长印象深刻。推敲再三，发现文化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实践中，渐渐领悟到文化在区域发展中
的重要性，渐渐领悟到文化就是产业，文化就是经济。文艺美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娱乐等
等，都是蓬蓬勃勃的朝阳产业。环顾世界，凡是文化落后，政局动荡的地方，社会和经济举步维艰。
回顾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有一条是政策和方针必须符合国情和区情。国情和区情包括自然
环境和经济基础，还包括文化。对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方面的国情和区情，学术界有比较深入的分
析研究。对于文化方面的国情和区情的研究还是个薄弱环节。认识的转化促使我在1987年写成《我国
经济地带与东亚经济地带的文化地理背景》小文。这是涉足中国文化地理的起始。　　前辈的鼓励和
鞭策是促成本书的重要动力。钱学森院士四次亲赐墨宝（1994年11月6日，1995年12月，1996年9月8日
，1999年4月29日），谆谆教导加强地球表层巨系统研究，加强既涉及自然过程又涉及社会过程的综合
规律研究。②10年前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吴传钧院士建议写一本中国文化地理方面的
著作。吴良镛院士长期呼吁加强跨学科的研究，1999年4月在云南丽江返京的航班上，再次告诫处在北
京大学的地位，加强文化方面的研究是责无旁贷的。殷殷期望，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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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第3版)》通过中外对比和区域对比，运用案例和图表，简明地介绍中国文化及其
地域差异。全书分三篇。上篇概述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中篇探索语言、文学、艺术、戏曲、
饮食、建筑、园林、人才等领域的地理特点。下篇与维吾尔族、藏族、朝鲜族专家协作阐述全国分区
的文化状况。素材取自地理、景观、规划、房地产专业研究生班的教案。可供上述专业选作教科书或
参考读物，也可供政府管理领域和海内外人士选作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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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中国文化地理总论
第一章 文化的结构和价值
一、文化的结构
（一）意识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
（二）雅文化·俗文化
二、文化资源的价值观
（一）文化资源价值的潜在性
（二）文化资源价值的滞后性
（三）文化资源价值的整体性
第二章 中华文化述要
一、中华文化的特点
（一）五千年的延续性
（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硕果
（三）海内一统观与同一性
（四）不断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
二、中华意识文化的几个要点
（一）整体观念
（二）伦理观念
（三）勤奋观念
（四）笃学观念
三、中华宗教观念的几个特点
（一）道并行不悖，不同教派和平共处
（二）临时抱佛脚，虔诚教徒比例不大
（三）释道儒合流，对雅俗文化影响深刻
四、中美文化比较
（一）个人至上与群体至上
（二）平等观与等级观
（三）标新猎奇与中和、空灵、自然
（四）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
（五）商务文化比较
五、中日文化比较
（一）集团观念
（二）岛国根性
（三）尚武和尚白
第三章 中华文化区域差异的背景
一、巨大的区域差异
二、自然环境背景
（一）南暖北寒，南湿北旱
（二）西高东低，东临大洋
（三）自然灾害较多
（四）自然环境对中华一统的影响
三、中国人体质的区域差异
（一）南矮北高·南瘦北胖
（二）容貌的南北差异
（三）Gm血型的南北差异
四、社会环境背景
（一）北方战事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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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都主要建在北方
（三）东南一带经济比较发达
五、汉姓发源地寻踪
（一）华夏文化的载体，民族融合的结晶
（二）汉姓发源地的分布特征
（三）汉姓发源地的历史背景
（四）南陈北王中部李，福建林陈半天下
（五）汉姓发源地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六、汉民族性格的地域差异
中篇中国部门文化地理
第四章 语言、文学和艺术的区域差异
一、语言和文字的区域差异
（一）简约的汉语
(二)象形的汉字
(三)南繁北齐——汉语方言区分布特征
(四)口彩与口忌——数字背后的文化
(五)北京语音——汉语普通话的标准音
(六)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域分布
二、色彩观
(一)尚黄
(二)尚红
(三)少数民族色彩观
三、文风的区域差异
(一)大地是文艺的舞台
(二)南骚北风
四、画风的区域差异
(一)国画的意境美
(二)绘画与环境
(三)画风的南北差异
(四)地域性画派
五、地名文化资源
第五章 戏曲的分布与地域性
一、剧种的层次和分布
(一)京剧——中华戏剧文化的代表
(二)多层次的剧种及其分布
二、剧种纷繁的背景
三、戏曲的地域性
(一)南柔北刚
(二)委婉缠绵的越剧
(三)幽默灵巧的川剧
(四)乡土气息浓厚的二人转
(五)秦腔大声吼起来
四、戏曲文化的统一性
第六章 饮食文化的区域差异
一、中西饮食文化比较
(一)美味适口
(二)营养生态
(三)会餐分食
(四)热闹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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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营管理
二、中日饮食文化比较
(一)生冷海鲜
(二)色彩美观
(三)筷子文化的异同
三、饮食文化的地域差异
(一)南米北面——饮食的自然环境烙印
(二)南细北粗——饮食的社会环境烙印
(三)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四、四大菜系的特征与背景
(一)各具特色的鲁菜、川菜和苏菜
(二)生猛海鲜的粤菜
第七章 建筑文化的地域差异
一、影响建筑地域差异三要素
二、木石结构与中西建筑差异
(一)单体高大与群体低矮
(二)原色为主与漆绘缤纷
(三)抗灾性强与容易焚毁
三、社会意识与中西建筑差异
(一)伦理性强
(二)平面布局外实内虚
(三)高层布局外虚内实
(四)公共空间比较单薄
四、建筑文化的南北差异
(一)南敞北实
(二)南多遮拦
(三)南轻北厚
(四)南多佛寺道观，北多石窟寺
(五)南方街巷曲折，北方街巷规正
五、建筑文化的保护与创新
(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二)整体保护
(三)修旧如旧
(四)建筑创新机制
⋯⋯
下篇 中国区域文化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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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中国文化地理总论　　第一章　文化的结构和价值　　中国文化地理研究中国文化的分布
规律，包括区域文化特征及其形成背景，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地域转移，文化的扩散路线与融合过程
，综合文化区以及宗教区、语言区、民俗区等部门文化区。中国文化地理是边缘性学科，在地理学科
、社会文化艺术学科和自然技术学科的交融中成长，既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又要发扬本学科
的特色，防止与相关学科重叠。　　中国文化地理是中国区域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文化地理研
究可以防止就经济论经济，就自然资源论经济，可以把握区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把握区域发展的规
律性。　　一、文化的结构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一）意识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　　通常将文化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意识文化
，又称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意识文化包括两部分：（1）纯意识文化，如心理、心态、观念、思想
、价值观、认知方式等；（2）理论化和对象化的意识文化，如哲学、伦理、道德、宗教、美学、音
乐、诗歌、文学、绘画等。　　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包括三部分：（1）反映社会形态的
基本制度，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2）具体制度，如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制度，家庭、
婚姻等方面的制度；（3）一般规章制度，如生产管理条例、奖惩条例。　　第三层次，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在物质产品中融有意识文化要素。建筑、园林、服饰、饮食等物质产品都有文化内涵，在
不同程度上都是意识文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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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做个相关知识普及挺好的，不过有些观点有点。。老了
2、很好的书！不同的视角看世界！不错，做教材足够了。
3、准备看，看后才知道书到底好不好
4、这是一本非常凝练、概括、点到为止的读本，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通过时间、空间，精神、物
质等方面的比较，给我们一个非常直观的概念，并通过各个载体，语言、文字、姓氏、服饰、建筑、
园林、绘画、音乐、戏曲、饮食等等，从形象和抽象两方面来反映文化。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的文化与我们如今的现代化和科
技化并不违背，相反具有辅助和推动的作用。我们只有将自己的底子打好打坚实了，才有能力去辨别
哪些措施是正确的，哪些外来文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才能用批判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一切。
通过此书，使我更加坚定了以往的选择，同时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有了更多的崇敬和景仰。原先我更多
的是根据心的指引来选择阅读的范围，与此书作了比较之后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方向是没有错误的。我
喜欢中国传统的很多方面，如服饰、建筑、园林、戏曲、国画等等，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沉迷于古建筑
与园林，通过大量的阅读相关的书籍找到许多本源的东西，甚至觉着自己要往建筑这方面发展了；又
有一段时间特钟情于各地方戏曲，京剧脸谱，唱念做打，生旦净丑，秦腔、梆子、越剧、昆曲等等，
每到周末便全情投入的了解学习；还有一段时间对于方块字的起源和传承又有了兴趣。总之，这些阶
段性的学习与兴趣没，让我一次次领略本民族文化的精彩纷呈，同时也看到它的部分局限性，通过哲
学读本的解析，能够正确地对待。但是更应该明确的是，对于自由的文化应该有敬畏之心，它是无数
先贤和百姓的共同结晶，我们作为他们的继承者怎能忘却怎能鄙薄。
综合的了解自己祖先留下的文化，每一个部分都可以作深入的挖掘探索思考，必能对我们的灵魂、躯
体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5、本书是经他人推荐购买，为第三版。改版之后对许多处尤其是建筑部分的内容增加不少。此书举
例翔实、旁征博引。与一般关于文化地理的教学书籍不同，其切入点和角度非常具有吸引性。对初次
接触文化地理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读物。当然如果是作为研究学者，此书则在学术理论深度上显得
不足。尤其是文化地理现象背后的深刻人文原因分析稍显不足。虽然此书标榜为教学用书，但个人觉
得此书总体而言，是一部的入门级读物，如何作为社会科学的一般读物可能更有市场。
6、书中还是讲文化比较多 理论多
7、了解文化地理的入门书
8、对我国文化地理的状况介绍得十分详细，不仅学术性上十分严谨，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趣味性。
9、多学科整合，知识面广博，值得读。
10、学习了很多
11、很好的书籍，认真阅读一定受益匪浅！
12、还没读完，没有心得
13、真是做学问的人写的书。很严谨！
14、数据太老，和其他文献也有出入
15、内容充实，适合考试用
16、北大书籍就是经典，不愧是国内最高学府，出版的书内容好，而且印刷质量一流！这本书内容很
实用，也很有启发性，几乎爱不释手呢！！
17、没事儿拿起来看看
18、买了是为了考证，可惜半途而废了
19、比较适合与对外汉语有关的人使用，一般吧。当然对于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来讲，的确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适合自己最好
20、为考研准备的
21、考证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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