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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付梓在即，很荣幸，我受北方民族

文化史课题组编委会的委托，为本书作序。虽感汗颜，但众望所期，

只好勉为其难了。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一书是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

．规划题目之一，也是黑龙江省“七五”期间承担的唯一重点课题，经

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九省、市、自治区几十位专家学者的共

同努力，民族文化卷终于出版了! ．

文化史，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史，本是学术领域中一个薄弱的

环节，由于资料的匮乏，成果阙如，一直是许多学者不敢问津的领

域。而本书的作者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吸取多学科的成

果，其中包括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比较语言学、艺术科

学等，吸收了近几十年的新成果，汇集了众人的智慧，终于使这本

书问世，使我国百花齐放的学术园地里增加了一枝秀丽的奇葩。它

的出版应该说是一个多学科、多层次联合攻关的结晶。同时它的出

版也必将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对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广袤无垠的北方大地上，亘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的操

不同语系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他们不仅创造过丰富多彩的物质

财富，而且还创造过璀灿绚丽的精神财富，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

的形成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很可惜，在我国历代的史书上对他们的

文化史记载或描绘很少，或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做了许多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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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这是十分遗憾的。本书的作者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完

成了这项科研任务，它的出版，对于我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对

于东北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横

看成岭侧成峰”，因此，不论从历史的纵向看或横向看，都具有重大

的意义。尤其正当我国改革开放之际，其作用与意义是无法估量

的。文化上的交流必然带来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对我国与世界各

民族的友好往来与经济贸易活动提供了交流的契机与条件。

众多的学者在目前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不为金钱所动，淡泊

志远，孜孜以求。甘做改革开放的基石与桥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

的。

本课题组组长张碧波教授是我尊敬的师长，他原本是研究文

学史的，对文学史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

张教授在近花甲之年勇敢地挑起重担，把文学与史学科学地结合

起来，开创了北方民族文化史一门新学科，团结了三北地区～批有

志于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排除了重重困难，毕五年之功力，终

于完成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大作，填补了中华文化史的空白，完成

了一项伟大的创举，这是值得祝贺的。

我原是文物战线上的一名小兵，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是我的老

师。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多年，对民族史、考古学、文学都怀有极大

的兴趣。由于形势的需要，近年转向了企业，在我奔走于经营、管理

的纷杂的业务时，仍念念不念我的师长与学术事业。我想，在市场

经济发展之时，大家不应丢掉文化财富的创造。经济的繁荣必将带

来文化的繁荣，我希望企业界的朋友都来关心学术事业的发展。在

学术战线上我虽然还是一名学生，但我也要在学术领域里尽我所

能，为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李俊武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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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是1986年末列为国家“七五”

期间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

建国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由于历史的、社会的以及其它

的诸种原因，造成了中华文化研究在内容上的狭隘性与观念上的

片面性，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在中华文化的构

成与创造性的贡献等问题，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未能科学地探讨

北方民族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中华文

化史作出全面而科学的研究与评价。我们认为，中华文化史的研究

需建立在对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没有区域

文化研究，没有对各区域文化研究的吸收、总结与概括，是谈不到

中华文化史的研究的。

北方民族及其创造的文化是一历史文化，不容忽视。自远古以

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北方边疆大漠南北，

即包括现在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自古至今生活着许许多多游

牧、渔猎以及农牧结合的民族，他们虽然族属不同，语言、文化、风

俗也有差别。但是，他们与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一起，共同

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各自做出了自己

的卓越贡献。辽宁西部考古发现距今5000年前的祭坛、女神庙和积

石冢群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i000多年。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

史前遗址考古发现，其中最早的文化遗址较仰韶文化尚早1000多

年。据此，考古学界提出了北方文化区问题，指出了北方(三北地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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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古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北方各族的先民在史前

时期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三代秦汉以降，北方各族与中原民族接触

频繁，不断融合，中古以来，继匈奴族之后，鲜卑、突厥、契丹、党项、

女真等相继建立地方政权，蒙古族、满族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对中

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草

原游牧文化的交流、融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的文化传

统，保持了一种旺盛的活力，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文化历史现象。

因此，所谓中华文化史，实际上应是中华各民族文化史的总和，而

北方各民族(区域)文化的贡献则占据着显著的位置。

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充分应用已掌握的史料，

阐述北方民族文化发生、发展的基本轨迹，揭示北方民族文化的基

本特征，探讨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认识北方文化在中华

文化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写

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北方民族文化史，是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文化可

以说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全部复杂关系种种表现形式的总和。文

化史的研究，正是19世纪以来，人们要从总体上把握、认识人类自

身，调节、改造人类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新型学科。中国文化史
、

的研究也有了多半个世纪的历史。早在3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尹达

根据考古发现，提出了存在着长城以北文化区域的观点。以后以中

国北方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逐渐为学术界所承认。近来，考

古学界对辽西红山文化和甘肃大地湾文化的研究，得出了我国史

前有两大文化区系的结论：即中原农业文化区和北方草原文化区。

北方古文化不是中原古文化的衍生或地方变种。据此，古代北方民

族文化可以从地域上、人种上、语言上给予界定，有其独特的研究

范畴和研究对象，从而体现了作为文化区系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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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当代中国现实中，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归根结底足为了塑造

新文化的历史实践，是基于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反思。它有利于

加强今天的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民族的和

睦团结，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是最根本的条

件。考察北方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北方民族文化的历史进

行科学的判断与分析，揭示北方民族文化在构筑中华文化的历史

进程中如何与中原农业文化碰撞接触、交流融合的发展规律，认识

中华文化构成的复杂历史过程与传统特征，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

设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将有利于造就一支新型的科研队伍。

它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也涉及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

应用，这种跨学科研究将锻炼出一支具有综合学科研究能力的学

术人才队伍。1

总之，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在于塑造新的文化，在于指向

未来，在于反省我们文化传统中已有的东西，以便创造出一种崭新

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对既定的文化现象进行

考察与形态描述，主要的在于进行文化哲学的评介，在于提高人们

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

这就是我们开题的根据。

我们的课题任务是在中华文化的整合的基础上对北方民族区

域文化历史的考察，揭示其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发展形

态，并在区域的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加深对中华文化的总体

特征、民族传统的认识，为研究中华文化史奠定基础。应在各种文

化现象的分化与整合的基础上揭示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形

态，揭示其在中华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 ．

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是一具有开拓性质的学术课题，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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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跨度、空间跨度是巨大的，需要多学科合作，需要三北学界

的协作攻关，因此它的研究任务与组织任务都是艰巨的。 ．

一、北方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

民族(它包括50多个民族单位)经过几千年的复杂历程，经历长期

的自在的民族实体阶段，到近百年来，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

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与之相对．

应，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史是一个多元辩证发展’

的历史I范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的民族单位的世代的无穷的连续
系列中形成的，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元(一元中包含着多元)，从一

元又走向多元的对立统一过程，最后形成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

局”
．

·

历史地理的生态环境制约着甚至决定性地影响着民族文化格

局。中华大地是一从西向东逐级倾斜的斜坡，西部有世界屋脊青藏

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东接横断山脉，形成云贵高原、黄土高原、

内蒙古高原的由西南到东北的半圆形高原带，海拔2000米至1000

米；接下则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地

带及沿海地带；东北则为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和东北平

原。中华大地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东西落差形成三级巨大

阶梯，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这既决定它的起源的本土性，又形成

了极其不同的多种生态环境，构筑了多种不同的人文发展机遇和

文化区域，从而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区系。

●

①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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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中，在相邻相近

的文化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中，以及由于自然的、社会的原因而造

‘成的部落迁徙中，中华文化经历了三条不同的发展途径，形成了三

个经济文化区：长江流域及其南部的稻作农业文化区；黄河流域的

旱地农业文化区；东北、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畜牧渔猎文化区。①

由于中华大地幅员广大，自然地理条件极为复杂，这三大文化区的

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三大文化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各文化区

域之内地方文化的发展也是多元的，不平衡的，从而形成相当复杂

的文化谱系。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作过

综合考察，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的重要理

论观点。佟先生认为：“中国大陆东部有三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接触

地带：一是阴山山脉；二是秦岭山脉；三是南岭山脉。这三条山脉都

是东西走向，每条山脉的北侧和南侧，分布着不同的文化，故名为

接触地带。”经过综合比较研究认为，“在北纬40。——42。之间东西

横亘的阴山山脉，是阴山以北狩猎经济类型诸文化和阴山以南黄

河流域粟作农业经济类型诸文化的接触地带”。

“在北纬32。——34。之间的秦岭山脉以南及其余脉桐柏山脉

和汉水流域、淮河流域这东西一线，是黄河流域以粟作经济类型为

特点的诸文化和长江流域以稻作经济类型为特点的诸文化的接触

地带。”“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闽江流域的诸文化虽然均属稻作农

业经济类型，但是南岭以南属亚热带气候，气温高，雨量多，稻作的

收获量应是较多的。所以在北纬25。——27。之间的南脉以迄武夷

山脉，是长江流域诸文化与珠江流域诸文化的接触地带。”②这是

①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②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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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历史文化系列与经济类型文化系列方面对文化的多元特征

进行论列的。说明地理历史面貌和生产经济类型对文化区域的形

成以及对文化发展的制约是十分明显的。
’

根据现有资料考察论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已初步形成了四

个(或更多)大的文化区域(或称文化区系)，这就是阴山山脉以北

的北方文化区域(后来发展为草原游牧渔猎文化)，阴山山脉以南、

秦岭山脉以北的黄河流域旱作农业文化区域，秦岭山脉以南、南岭

山脉以北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区域和南岭山脉以南的亚热7了。

块茎种植文化区域：

这诸多文化区域并非一个文化系列，而是各自形成文化系列，

各有诸多文化系统中心，这些文化区域和各自的诸多文化系统就

是我国若干民族文化产生的历史条件，并形成独自的文化个性、文

化内涵，它们是民族文化区的基础。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多元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由于自然条件、自然环境之变化与制约，如气候之由暖变冷，

降雨量之由多变少，以及土地条件、河流变迁等等，使一些地区适

于农耕或农耕与游牧结合，而一些地区只适于游牧。由于民族本身

的发展，如生活能力(生存与繁殖)、体质变化、民族间的战争，形成

部落联盟的运动速度等等。这二者相互作用，制约与影响(甚至带

有决定性)这一文化区域或文化区域中某一民族文化的发展速度，

影响着这一文化系统的性质，从而出现了文化区域之间的发展不

平衡现象。

基于此，出现了文化系统中心的变动与转化、转移；出现了文

化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交流、融合；出现了文化系统之间的叠压。

这种相异的(或相近的)文化系统之间的叠压，是不同的(或相近

的)文化层次之间的撞击、打破、交流与融合，进而形成新质文化，

构成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的特质，出现了文化系统的先进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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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差距；出现了某一文化系统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并成为各文

化系统中心的中心，各文化系统由多元向一元转化，逐渐形成中华

文明的初期形态。这一元文化包容着多元的内容，而多元文化系统

仍在继续发展，但却接受一元文化的影响与制约。这种多元与一元

的相互制约与转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又一基本规律。

“到了公元前四千年，这五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指西北、华北的

仰韶，北辛——大汶El文化与东北的新乐文化，华南的河姆渡文

化，大坌坑文化)显然都在地域上向各方面扩张而彼此作了有意义

的接触，而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此开始呈现规模广泛的

类似性，这些类似性指明这些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交互作用圈与

附近地区其它交互作用圈之关系相对立。⋯⋯虽然自北到南，在中

国可以辨认出来好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但这些文化显然全都是同

一的交互作用圈的成员。这一点最显著的可以自它们共有的陶器

特征上看得出来，这些特征有时可以称为‘龙山形成期’的作风。值

得注意的一点是，以后中国历史文明便是从地理上说在这个公元

前四千年前便已显形的一个交互作用圈之内逐渐形成的。”①

这种在中华大地虽相隔而实相联的区域文化同时存在，同时

发展，彼此之间交互作用，相互关联，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构成

一个整体单位，即形成一个多元统一体。文化的多元性，反映出中

华文化发展中的横向联系。而多元文化发展为一元文化，诸地区、

诸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承传，又反映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纵向

联系。这种文化上的横向与纵向的交叉发展，正是中华文化之发展

的基本历史轨迹。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接触文化(或称连续性文

化)，它是由内陆高原文化与东北亚草原文化、海岱文化交感激荡、

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这种多元文化之交感激荡，多元文化之

①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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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合——冲击、碰撞、交流、融合，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

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

集、融合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原华夏文化。由于它处于中华大

地的中心地带，与周围各种文化接触激荡，吸收融合，促进了它的

发展，使它在各文化区系中脱颖而出，最先具备文明条件，率先迈

入文明大门。夏商周三代不同源，三代文化的叠合——碰撞、交流

与融合，形成华夏文化，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文化网络，奠

。定了以中华疆域内部诸多民族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

这个多元文化统一体一经形成，便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

心(秦汉之后称之为汉文化)，历经诸多民族的努力，构筑成以汉族

为主体、多元统一的中华文化传统。

三代华夏文化的形成，造成中华文化史上第二次文化高峰

——诗经时岱。 ．

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东西南北的大循环，形成文化的多元碰

撞与交流，造成诸子时代与楚辞时代。

秦汉文化走着由西而东、由南而北的整合过程，从多元走向一

元，而与匈奴的战争，又使一元文化向多元发展，从而构成秦汉文

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点。这是汉族的形成时期，是从以

华夏为中心扩大发展而成以汉族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的对峙、碰撞与交流，使文化在多

元辩证中发展，继匈奴族之后，鲜卑、氐、羯等族纷纷登上历史舞

台，演出了一幕幕雄壮的历史活剧来。这为多元文化走向一元——

隋唐文化的全面高涨准备了基础。

唐代文化最具中华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特点，也是文化的

多元辩证发展的结晶。它的丰富性、多样性与一元性的统一，它的

开放性与世界性的品格特征，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典范，也是

世界文化发展的典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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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西夏、元是多元文化大发展时期。南北文化的大碰

撞、大交流，先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在中原北部、西北部地区

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辽、金、西夏与宋形成对峙的文化局面；然后是

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造成宋元文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

世界性的品格更为突出。 ‘

明代是继宋、辽、金、西夏、元开放之后转为封闭的时代，这已

不是旧式的封闭——已不可能。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指出当时

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情况：“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

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今代山东氏

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明代文化虽由多元走向一元，但文化

的融合开放势头不可阻挡，文化新质不断涌现。

清代，北方统一南方，北方民族第二次统一中国，尽管它“没有

轶出过去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的老路”，但这时期的文化仍遵循多

元辩证发展的规律，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文化高涨。而到

清中叶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减

弱，封闭性逐渐加强，最后走上完全封闭的道路，清王朝走向彻底

的覆亡，中国封建社会也走完了最后的道路，中华文化史由此而进

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华文化史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多元文化

的碰撞、交流、融合，都带来中华文化的跃进，出现新质文化，推动

社会的前进，并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

的民族文化传统。

区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结构，没有诸多区域文

化，也就没有中华文化。北方区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上占据极重

要的地位。按照文化区域界说应有的系统性与严肃性，北方文化区

域，指大兴安岭以东、以南、以西，天山以东，燕山、阴山、秦岭、祁连

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等山脉以北，阿尔泰山脉以南的以高原、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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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大漠、森林草原绿洲为主的广阔狭长地带；蒙古利亚种华北型

为主的人类圈，以阿尔泰语系为主的各民族各部落联盟。

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适于农耕，而北方为蒙古高原、黄土高

原、青藏高原，多为森林、草地、戈壁，适于渔猎畜牧业。农业区与畜

牧区各自产生相适应的文化，形成内涵差异的文化圈。秦汉中原大

统一，与之相对应，北方也出现了以匈奴族为主体的大统一，形成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并峙局势。 。

北方区域文化自有其与黄河中原文化相对应的发展序列。这

里仅以分布于内蒙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以及吉林西北部的

红山文化为例，给予简略说明。

辽宁省喀左县大城镇东山嘴大型原始祭坛遗址和辽宁凌源牛

河梁“女神庙”、积石冢遗址的发现为举世所瞩目。
‘

据发掘报告，①遗址中心，是北部一个巨石所砌的平面作长方

形的方框，即所谓“大型方形基址”，中间立了一大堆长条石头；在

这方形基址外又套一个东西约24米长的更大的石头方框。遗址南

部，是一些石头砌的圆形台，也称石圆圈。考古学家认为它不是有

房顶的建筑物，而是一个平台式祭坛，整个山嘴是一个公共活动的

宗教场所。

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遗迹群，是继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之

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已出土了“女神庙”的泥塑人像、玉雕猪龙等重

要文物。已发掘的四座积石冢，均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

然各自的形制、构造与性质不完全相同。以三号积石冢为例：“总体

布局平面呈圆形，冢基底面为构成同心圆式的三圈石桩。⋯⋯三圈

石桩地面水平高度不一，外圈最低，中圈高于外圈近0．4米，内圈又

①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报告》，《文物》

198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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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中圈近0．3米。如此分三层递收、叠起，构成一个形制似‘坛’的

圆形整体。”①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宗教遗存。那种“方

形基址”与“圆形祭坛”或圆形积石冢相配合所显示的原始的天圆

地方以通天地的宇宙意识；那种在积石冢群中突出中心大墓，在女

神群中众神并列、围绕主神为表现形式的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及

其所折射出来的有组织层次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孕妇塑像，“头及

右臂均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②所显示的原始生殖崇拜与母

权崇拜的强烈反响等等，都说明辽河流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国

文明的发源地。

距今五千多年前，正是我国各地区文化碰撞、交流、融合、渗透

的历史时代，红山文化作为北方文化系统的一个中心，与中原地区

仰韶文化系统中心相互对峙。这种区域文化系统之间的内外交融

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东山嘴的大型原始祭坛、牛河梁大规模

祭祀中心的出现，“说明在西辽河流域，早在五千年前，就产生了基

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把中华

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

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③也正是这个阴

山山脉的接触地带、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和东北平原孕

育并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入主中原的民族。

徐中舒先生也曾指出北方民族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他说：

“余疑古代环渤海湾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

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

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②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咯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报告》，《文物》
1984年第11期。

③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

期。文中所引为苏秉琦在辽宁兴城所作题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报告中的

论点，载《文物》198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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