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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供作者的博士研究生学习之用，因而书中内容大多只是点到为止，未能展升，且没有注明出处
。其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空间，以便扩人视野，伸长触角，追本溯源，厚实自己
的文化底蕴和学术涵养。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和资料，大都是参阅已经公开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文献，也
可以说是由摘抄有关资料拼凑而成，并无更多的新意。由于是供学生参考之用，故所有参阅篇名和著
作均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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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湖湘文化访谈录二  关于“文化”的概念定义三  中国的区域文化问题四  区域文化之荆楚文化五  湖
湘文化之楚文化六  “长沙国”的文化源头七  湖湘文化的历史背景八  湖湘文化的形成沿革九  湖湘文
化的思想要素十  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十一  湖湘文化的历史反思十二  湖湘文化的传承创新附一  老子
其人其书和其学二  孔子其人和《论语》其书三  再谈孔子其人和《论语》其书四  追寻传统文化的精、
气、神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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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2．中原文化(又称河洛文化)    所谓中原，一般指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带，同时也意指了中原作为
民族摇篮的地区意识。中原的隐性文化意义是“中国之中”。这一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策源地。中原地
区在古代传说中，一直是古代英雄和帝王活动的主要场所。比如伏羲和女娲、神农f炎帝)、黄帝和嫘
祖等。虽然黄帝起源于中原西边的关中地区，炎帝起源于中原东边的齐鲁地区，但是他们后来都进入
中原，在这里经营开发。在远古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上游会向中流发展
，而中流会顺流向下游发展，西部与东部的交汇便出现在中原。北方与南方的先民也是采取着这样的
发展途径。这种文化融合的结果造成了一种文化意识：中原必是正统王朝的所据之地，不据中原，则
等于没有取得正统的地位。所以，这种意识又促进了对中原的注重和争夺，从而又加速了在中原的文
化融合和扩散。    从考古学考察，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考古文化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被认为是黄帝
族的文化遗址，它奠定了中原文化的基础。此后夏、商、周都以此为基础在中原建立王朝。周朝营建
东都洛邑，并被封邦建国，由此使我国许多地区进入到区域文化中的方国时代。但是中原地区却没有
设立强大的诸侯国，它一直保持着“中国之中”的文化形象和概念存在下来，以至后人(尤其是现代从
事中原文化研究的河南学者)不得不另外寻找一个名称，作为中原文化的代称。这个名字就是河洛文化
。“河洛”一名，最早见于《史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河指黄河，洛指洛水。泛指黄河
与洛水交汇之流域。以今日地域观念，即以中岳嵩山为中心，北迄邯郸以南，南接淮河以北，西达关
中华阴，东至豫东平原。其主要区域在今河南省境。但是河洛仍然不是一个方国名，只是一个地理概
念。    中原文化带有深厚的帝都文化的色彩。中原作为古代王朝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在，其文化的高
度发展自然居全国之首，以正统和规范为特征的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也非其他地域文化所
及。同时，中原文化既是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辐射之源，也是接受辐射之所。它广泛地吸收了其他地
域文化的各种特征，并将这些不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当然
，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也有很多独特之处，但是相对于它在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正统性
和代表性来说，它的地域特性反而不很鲜明。或者可以说，中原文化的最大特性就是它的包容性、正
统性和代表性。    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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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述说湖湘文化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收入了老学和孔学的有关文章。其目的在于说明：建设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大力弘扬主流文化，必须综合创新传统文化，必须汲取世界文化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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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那段关于王船山的记叙让我重新认识了船山先生哲学思想的重要影响，而我更是衡阳人，曾那么
靠近先生的故居，居然没去过
2、我本湖湘人，唱作湖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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