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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地处中国中部，跨长江、淮河中下游，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在此劳作并繁衍

生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用自己的勤 1 

劳和智慧，创造了悠久灿烂、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文化。

古往今来，江淮大地，人文荼毒E，英才辈出，涌现出一大

批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活跃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舞台上， 或以文治武功流芳百世，

或以学术思想立身扬名，或以诗词文赋茧声文坛，或以妙

笔丹宵'驰脊艺苑，或在科学技术园地大放异彩，在很多方

面和领域，开风气之先，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而独特的

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把出生在

安徽并根植于安徽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有幸?共同

历史界域和渊源的文化称之为"安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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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古今一脉绵延至今，

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异彩纷呈、充满特色与魅力的各地域文化，则

为中华文化的丰富、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安徽地处中国中部，跨长江、淮河中下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

产丰富，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在此劳作并繁衍生息。千百年来，生活在

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悠久灿烂、丰富多

彩、独具魅力的文化。古往今来，江淮大地，人文茶萃，英才辈出，涌现

出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活跃在各个

历史时期的社会舞台上，或以文治武功流芳百世，或以学术思想立身

扬名，或以诗词文赋萤声文坛，或以妙笔丹青驰誉艺苑，或在科学技术

园地大放异彩，在很多方面和领域，开风气之先，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熏

要而独特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把出生在

安徽并根植于安徽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有着共同历史界域和

渊源的文化称之为"安徽文化"。

安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内涵，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是值得每一个安徽人骄傲和自豪的。为宣传和弘扬安徽文化，服务安

徽文化强省建设，提高电大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进一步激发学生

热爱安徽、建设安徽的热情和积极性，经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同意，我

们拟在电大学生中开设《安徽地域文化》课程，作为通识课程供学生选

修学习。但在选择教材时我们却遇到了麻烦，目前系统介绍安做文化

历史的著作是《安徽文化史~ ，而这共分上、中、下三大册、煌煌 200 多万

言的巨著是难以作为电大学生学习的教材的。鉴于此，在学校领导和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决定编写一本具有现代远程教育特点、较适合

电大学生实际、重在介绍安徽文化的教材……〈安徽文化概要》。 编

在编写《安徽文化概要》时，我们以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本理论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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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以文化的有关内涵为模块结构，以纵向的发展为线索，选取对

安徽和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文化现象加以叙述和介绍，以使学生对安

徽文化的发展及其辉煌之处有个基本的了解和掌握，不求面面俱到 O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科学性、知识性、通俗性和可读性相结合。

本教材名为《安徽文化概要~ ，故教材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原则上

以现今安徽辖境为限，历史上曾属安徽，今属邻省的地方，原则上以当

时治所所在地为准，也纳入本书所叙述范围;时限上，上起先秦时期的

安徽史前文化，下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近现代文化;内容上，主要为皖

籍人士在安徽历史上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蜿籍人士在外省创造的

文化遗产，以及外省人士在安徽活动时创造的文化遗产，也择其熏要

者适当介绍。

本教材编写人员分工如下:王德寿负责全书的编写细织工作，策

划教材编写内容、编写体例，制定教材编写大纲，撰写教材第一章并负

责全书的统稿工作;姚何煌撰写教材第二章的第一至第二节，第六章

的第一节;杨霞撰写第二章的第四节，第六章的第二节;陈希红撰写第

三章;吕菲撰写第四章的第一至第四节，第九章;张秋婶撰写第五章、

第七章;夏强撰写第四章的第五节，第八章。

在编写本教材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借鉴了一些

观点，但限于篇幅，书中未能一一注明，我们在本教材后附录了主要的

参考文献，在此我们向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也要感谢对本教材编

写、出版给予关心和指导的校领导和有关部门，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大

力支持，本教材是出不来的。我们也要感谢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张臭主

任和责编袁小燕女士，他们为本教材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O

本教材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仓促成书，加之编写者缺乏经验，学

力、水平有限，又是多人分头撰写，因此在体例、内容选择和行文上都

还有一些考虑不周的地方，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学们和使

用教材的各位老师、专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编者

2011 年 6 月 30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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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阳的: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在理解有关概念的基础上，了解和掌握

安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概况及特点，初步认识安徽文化的悠久

历史和绚丽多彩，增强同学们对安徽的自豪感和对家乡的热爱，激

发同学们研究、传承和发扬光大安徽文化的积极性。

学习要求:

1.了解安徽建置沿革的大致情况，了解自己所在地的古称及

其由来。

2. 理解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有关概念。

3. 重点理解和掌握安徽文化的主要特点 O

4. 积极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光大安徽文化。

学习建议:

1.认真阅读本章教材内容，掌握有关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2. 查阅有关资料，了解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的一些基本知识，以

便更好理解安徽行政区划的变化情况。

3. 查阅并认真阅读有关资料，深刻认识并理解安徽文化的一

些主要特点 O

4. 实地参观并考察一些历史名胜、古迹戒纪念馆、博物馆，增

加对悠久灿烂、丰富多彩的安徽文化的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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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安徽建置沿革

安徽省位于我闺中部，跨长江、淮河中下游，厨长征三角洲腹地，东与江苏、

浙江相连，四与湖北、河南相接，南与江西为邻，北与山东接壤。全省东西宽约

450 公膜，南北长约 570 公果，总面积 13.96 万平方公里，2009 年底，企省户籍人

口 6794 万余人。

安徽清初属于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 ，清王朝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

耐正式建省，因当时安庆已成省内政治中心，徽州已成省内商业、经济中心，故取

当时安庆、徽州两府首字而为省名。安徽简称皖，是回境内皖山而得名。皖山，

古称精LLl ，今称天性山(因其主峰高耸挺立，如巨性擎天，故称为天性山) ，在潜

山、岳回境内。相传周武王大封诸侯时在今潜山地区封了…个伯国，称皖因，山

因名皖山。因安徽建省时的省会所在地安庆属古皖国，所以"皖"便成了安徽的

简称。

安徽建省时间虽然比较晚，但由于安徽襟怔带谁，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很早

以前就有人类在这盟劳动生息，因此安徽地旺的开发部很早，加之安徽从地理上

来说，位于南北交涌要冲，其战略地位非常熏耍。《安徽方志考略》称其为"上控

全楚，下献金眩，扼中州之咽喉，依两浙为属齿，洪流千盟，甲于东南.........作蒲

南服，据英 t游，诚江介之耍冲，淮南之雄镇也。"因此安徽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

所，历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安徽地区的统治和管理。

…、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况

1998 年 5 月，在繁昌县人字洞发现了距今 200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最早

人类活动的遗迹，表明在远古时期安徽境内就有古人类在此生活。新石器时代

(一万年到四千年以前) ，生活在安徽大地上的先民们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文

明，开始使用石镰、蚌镰、石刀等工具，农业巳有相当水平，并且已有饲养业。原

始社会末期，今安徽境内的淮北、江淮地区为淮夷部落所建方国及南下的东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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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部器所建方国的领地，江南地区为越族等部榕的领地。

安徽据说是夏朝的发祥地。今棚县城是夏禹的早期封地，故市名夏丘。今

怀远县是大禹的岳父涂山氏故国。禹治平洪水后曾在涂 Llj大会诸侯"执玉吊

者万国"。启建立Æ朝后，今安徽境内主要为淮夷和南方蛮夷部落组成的部落

方国统辖，主要有活跃于今怀远县境内的涂山罔，推夷部落的徐、群舒、钟离等赢

姓部蔼所建的方闹，以及东夷集团南下与推夷集团髓姓部落所建的英、六等国，

淮北地区商部蔼所建相罔及巢湖南岸的胁牧民族所建的商巢等国 O

公元前 16 世纪，居住在黄闲下峙的商部薄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下辖大

小奴隶主方国及封国多达 3000 多个，在今安徽境内主要有六(位于今六安市

北)、萧(位于今萧县境)、焦(位于今主运州市境)、巢(位于今巢湖市境)、危(位于

今电州市北)、础(位于今蒙城县境)、虎方(位于今长丰县境)、英(位于今湖北省

英山县与今金寨县境)等氏族方国。 这略淮夷方国曾长期四服商朝。

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推翻商纣玉，统一了全国 1000 多个方剧、部落，建立

了西周，用王朝通过统一战争和东征，大大开拓了踊域。为巩固地方政权，周王

大封诸侯，把王族、功臣和豆、商原有贵族按公、侯、伯、子、男1.1.等爵位分封各地。

今安徽地区这类国也主要有州来(在今风台境内)、胡子(位于阜阳市区)、沈子

(位于今l脂泉县境)、桐子(位于今桐城市境)、钟商(位于今风阳县境)等封国以

及夏商遗留方国，如徐(位于今皖东北)、英、六、宗(位于今机阳县境)、皖(位于

今潜山县境)、萝(位于今霍邱县境)、萧、越章(位于今铜陵市)、fJ鸟兹(位于今当

涂、范湖县境)、南巢(位于今巢湖市) ，以及位于巢湖西部及南岸被称为群舒的

舒fJ鸟、舒婆、舒龚、舒鲍等国目。

周幽王十一年(前 77 1) ，少数民族回戎攻破周都城铺京，第二年，周平王迁

都珞巴，史称东周。东周义分为春秋(前 770一叩前 476) 和战国(前 475一前 221 ) 

两个时期。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化时期，也是奴主住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时

期，周王室名存实亡，各诸侯罔弱肉强食，从四周到春秋末期的 600 年间，安徽境

内的诸侯国和方国先后破县、越、楚、宋、魏灭罔后所据，架战国末期安徽巴基本

归楚国所有，所以安徽至今还有"呆头楚尾"之称。楚罔先盾在消灭他国的基础

上在今安撒境内设郡、县，城父县就是楚国在今安徽境内有史可茸的最早的县之

一。在秦统一全国前，楚、魏、秦三国先后在今安徽境内设有(或为部分地域)江

东郡u台夹，今苏州市，楚在吴越地区置，涉及今安徽东南地区)、大宋郡(魏在故

宋罔地理，涉及皖北地区)、肠郡(秦灭魏置，治碗，涉及皖东北地区)、陈郡(秦向

东灭楚过程中置，治陈，今属河南，涉及皖西北地区)、、泪水郡(秦在故魏泪水地

区置，治沛，涉及皖东北地区)、九江郡(秦灭楚置，泊都春邑，今寿县城关镇，主



句
麦
克
撤

004 

辖今安徽部分地区)、会稽郡(秦灭楚江南置，治哭，今苏州市，涉及皖南地区 )7

郡。县级城隐有城父(今毫州市城父镇)、寿春昆(今寿县)、陵阳(今青阳县陵阳

镇)、爱陵(今宜州市区)、松阳(今帧阳县下机镇)、下蕉(今凤台县城关镇)、革开

(今宿州市霸县镇)、鸪兹(今芜湖县黄池镇南)、居巢(今巢湖市区北)、苦(今涡

阳县境)、蒙(今淮北地区)、囊安(今无为县辈革安镇)等，其中有不少先后为春秋

末期及战国时期的县以上城邑 O

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今安徽境内设县有 25 个，先厨属九江郡(泊寿

眷盹)、肠郡(治肠)、陈郡(泊陈)、会稽郡(治果) 0 秦末至楚汉相争期间，又增

置韩郡(泊故朝，今浙、江长兴县)、衡山郡(治柿，今湖北黄州境内)、庐江郡(治番

阳) ，并为九江(都六)、西楚(都彭城)、衡山(都朱ß)等项羽所封诸侯因分锁。

汉初，今安徽境内仍为楚、淮南等异性玉封地。不久，为刘邦改封的同姓王

所锁的淮南(改都寿眷，今寿县城关镇，后又分为淮南、庐江、衡山罔;又从九江

分出六安王国)、刑、?在阳、梁等国。武帝冗封五年(前 106) 四月，设十三部州刺

史作为中央的撤出机构，今安徽地区分属豫、徐、扬主个州，涉及七郡二固，其中

扬州刺史部分巡丹阳、九江、庐江郡及六安王国，相当于今谁?可以南的江淮、皖南

地区;豫州刺史部分巡楠郡、汝南郡和梁王国，相当于今淮北地区的四部和北部;

徐州刺史部分巡临淮郁和楚圈，相当于今皖东地区。

东汉实行州、郡、县立级管理体制，今安徽境内先后设 69 个县(侠罔) ，渺及

9 个郡(丑剧) ，分属扬、豫、徐 3 个州，3 个外|分辖地区类西汉。

三罔时期，今安徽境内分别为魏国、央国所设扬州及魏国徐、豫 4 个州分领，

并以江淮地区为拉锯战战场。魏国据有今安徽淮北及江淮北部地区，设 39 个

县，涉及 9 个二级政区。吴国据有江淮南部及皖南地区，设 19 县，仅涉及扬州的

新都、丹阳、庐江主个郡。

四晋仍实行州、郡、县兰级管理体制，安徽境内仍分属扬、豫、徐 3 个州。东

晋时期，安徽境内仍主要分属扬、徐、豫 3 个州，但其时扬州已不辖江谁地区，而

南辖江南地区，徐、豫州日南下江、准，甚至江南地区。由于战乱频仍，安徽之地又

是东晋和北方少数民族回家拉锯战之地，因此这一时期的区划和统属关系较为

混乱。

南北朝时期，安徽江淮一带常成为南北拉锯战战场，江淮地区多为南朝所

有，淮北地区常为北朝所据。

隋统一后实行州、县两级管理体制。大业( 605• 18 )初，改州为郡，实行

郡、县工级管理体制，并恢复回汉的州刺史分i包制度。安徽境内设 50 个县，渺及

豫、徐、杨 3 个州刺史分巡的 15 个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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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前期，废郡改州，实行州、县二级管理体制。贞观(627一制9) 初，根据山

水自然形势分设道级地理区域，将全国分为十道，今安徽淮北之地腾闽南道，江

准之间属淮南道，长江以南属江南道。中唐时期，道正式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区

划，实行道、州、县2级管理体制，开元二十一年(733) ，分江南酒为东、凹两道，

江南东道涉及敏、异 2 个外1 j 江南西道涉及宜、油 2 个州。

北宋时期实行路、府(州、草、监)、县(不带县的军、监)三级管理体制，将全

国分为十五路，今安徽境内先后分属京东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

宋、金对峙期间，南宋初领安徽全境，后以长淮(谁问)为限与金国对峙，江

淮地区常为战场，北方先后为金、蒙古汗阔(后为冗朝)所据。南宋时期，今安徽

境内先后由谁南东、淮南四、江南西 3 个路分领。金罔在今安徽境内设南京路

(初为作京行省)和山东西路。

元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实行省、路(府、州)、散州(州、军)、州(县)四级管

理体制。省本是中央机构的名称，如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等。南北朝以后开

始出现行台省。台省原是设在京都城内的中央政府，目的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

由掌掘中央政权的位屠宰相的大臣率领一部分中央政府人员离开都城去征伐战

镇压，这就形成了一个或几个出行在外的合省，因而使以行台或行台省为名。元

之前的行台省…般都是应军事需要临时设置，未成定制。元开始将行省的制度

推行于全国，成为全国最高一级地方政区。行省的正式名称是行中书省，与中书

省(都省)为表里。元统治者在首都地区设中书省(又称腹盟) ，将西藏之外的其

他地区分为 10 个行中书省。今安徽境内分属 3 个行省，即中书省(腹盟)、河南

行省(前身为江淮行省)、江浙行省。

明朝也实行三级管理体制，改行中书省为承3艾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

省) ，全国设置 13 个承宣布政使词，两京(北京和南京)地区直属中央大部，称~~

直隶和南直隶，这样，南、北两直隶及十三布政使词就构成了一银行政区，习称行

省。府、直隶州(厅)为二级区划，散州(厅)和县为三级区划。今安徽地域属南

1î隶四部地区。

清初承袭明制，改南直束为江南省，今安徽地域属归:南省西部地区，设 56 个

散州和县，渺及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 7 个府及徐州|、广德、和

州、1除外14 个直隶州，计 11 个二级行政区划。

二、安徽建省经过

安徽建省实际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前面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今安

徽境内在以往都是由不同的一银行政区划分领的。安徽建省的先决条件是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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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归于一统，这是安徽建省的基础。今安徽境内各级行政区划统一在一个大

行政区范围内，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于元~iE十六年(1356)二月收下集庆路改称

应天府(今南京市)之时。同年七月，朱元暗称吴国公，创江南行省，眉渐将今皖

北地区纳入江南行省。明太祖洪戒元年(1368) 8 月，撤、江南行省，建南京，所属

府、州、县直束中书省，作为京辙直辖区，后改称南直隶，又称直隶南京，包括今江

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地域，还涉及今河南、江西、山东、湖北、浙江 5 个省部分

县，今安徽为其西部地区。此后 300 多年里，今安徽地区所属府、州、县一直统一

在一个一级政区范围内。

清初建置承袭明制， )1阴治二年(1645) ，改南京为江南省。由于江南省蛐城

广阔，同时由于地处长江天撤，物产丰富，因此，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该地区控

制，把带军事色彩的总督、巡抚类(清代在省一级一般以总督或巡抚为最商长

宫，总督辖一省或二、三省，综理军民耍政，巡抚一般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泊、刑狱

等)省级以上年政长宫的设置众于他省，并且频繁盟置。 )IWi治十八年(1661) ，清

朝廷商议决定江南分省，对江南省的行政区域划片，里江南布政使词，分置在、右

布政使词。左布政使仍驻江宁(今南京)江南1日政使旧邸，辖上扭地阪的安庆、

徽州、宁国、油州、太平、庐州、凤阳、淮阳、扬州19 个府及徐州、j除州、和州、广德 4

个直隶外|。但仍在淮南府设凤庐巡抚，领淮安、扬州、风阳、庐州 4 府及直隶徐

州。在安庆府设操江使兼理安、庐(宁)、池、太巡抚，后径称安徽巡抚，辖安庆、

徽州、宁闺、池州、太平 5 个府及和、游、广德 3 个直隶外10 当时议决分省时，因安

徽省会难以确定，左布政使词元法移驻安徽地区，故仍驻江宁原司署。康熙元年

(1662) ，再次在安庆府设安徽巡抚，康熙三年，就风阳巡抚，将其所辖的扬州、准

安 2 个府及徐州直隶州改属安徽巡抚，罢江南按察便，在安庆设安徽按察使司，

使芒，可领地渐跑一致。康熙四年(1665) 十一月，又将扬州、准安 2 个府及直隶

徐州划给布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司仍领上江地区 7 个府 3 个直隶州，分省后为安

徽地区，至此，左布政使、安徽巡抚、安徽按擦使辖区已趋于一致，苏、皖分省分治

条件已具备，疆域也奠定。康熙六年七月十二日 (1667 年 8 月 30 日) ，康熙批准

了由5f:部汇赛并经御前会议讨论通过的全罔性地方行政lR划和官制改革意见，

其中，江南省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改在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便，使安徽省三司

健全，因此，康熙六年(1667) 一般认为是安徽建省标志。

安徽建省初，考虑作为省会的城市主要有安庆、合肥、当涂等地。庐州府治

合肥城虽地处皖中腹地，但当时交通全赖水路为主，交通不便，不仅城市规模不

够，义无险关PJ据，因此难以控驭全省;安庆虽有险关，但城建、规模不甚理想、;太

平府治姑孰(当涂)城距江宁太近，且城市规模不够。当时的经济中心徽州府治



徽城(今敏县徽城镇)偏于皖南山区，更不能作为全省政治中心。其余各府州更

不具备作为省会的条件。

安徽布政使司长期寄治江宁，对自己的辖区事务进行遥控，不仪不是长久之

计，而且往返文牍非常不便。乾隆皇帝终于乾隆二十五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

(1760 年 10 月 6 日) ，正式米批并委派许松倍赴安庆出任安徽布政使。从此，安

庆正式作为安徽省会，并健余各署衙门 O

由上可知，安徽建省大致经历了冗末明初的行政区域统一;清世祖顺治十八

年(1661)友、右布政使划片分治;清圣祖康熙四年(1665 )调整左、右布政使辖

区，使苏、皖附省分省分治奠定基础，确定疆界;康熙六年七月，正式批准建省;乾

隆二十五年八月，正式将省会定于安庆。因此，一般把公元 1667 年 8 月 30 日作

为安徽省诞生纪念日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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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徽建省后的建置

安徽建省迄今 300 余年，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

时期，但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各级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

变化很大。

清朝中后期实行谱、府(束州、厅)、县(散州、厅)主级管理体制。安徽共

设 54 个州县(4 个散州、50 个县) ，除肠山、萧县原属江苏省直束徐州(后升为

府)外，其余分属风顿大棚道的有凤阳、朋州两府及六安、棚州两1.1:隶州;属安庐

;除和道的有安庆、庐州12 个府及j除外|、和外12 个直隶州;属徽宁池太广道的有徽

州、宁闽、?也州、太平 4 个府及广德直隶州， ì-十涉及 2 个省 9 个府 5 个直隶!川、10

中华民国初期，废府、州、道，民罔北京政府相期实行省、县工级管理，今安徽

境内确山、萧县属江苏省，其余 60 个县还含民国南京政府期间分别划人rr四、湖

北省的赘惊、英山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划入江苏省的9H台县及由棚县分设

的测洪县。

民国南京政府初期实行省、县二级管理体制。 1932 年 4 月，实行首县制，全

省分 10 个行政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因日牢占领长江流域重要城镇，南

北受阻，临时设置皖北、皖南行署区，行使省的权力，但规格比省小，后期又复置

皖南行署，均为临时省级设置，省仍领导行署区，下领专区管县。

解放战争后期，安徽境内的淮河南北、江淮蛐区先后解放，初建皖丽、江淮、

豫皖苏边区 3 个行政公署，下设专区，再下为县、市。 1949 年 4 月，撤销上述 3 个

行政公署，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 5 月，随着江南地区全部解放井普遍建政，

成立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两个行署行使省的权力，但比省的规格要小。行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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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直辖市、专区，再下为县及专辖市。

1952 年 4 月，撤销皖南、皖北 2 个人民行政公署，合并成立安徽省。 8 月 7

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安徽省 o 8 月 25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省会驻合肥。

第二节 安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的基本概念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在中西方人文科学的历史上，可

能也是最难定义的一个概念。据国外有关学者统计，自 1871 年以来，四方学者

为"文化"所下的定义有 200 多种，可见要给"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个非

常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

"文化"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是"文"与

"化"的复合。"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锚的纹理。"化"的本义为化生、变化、造

化。最早将"文"与"化"联系起来使用的是《周易}"贵"卦。《象传》曰"现乎天

文，以攘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关于"文化"的最早提法，其意是以

"文"来教化天下，即以诗书礼乐、道德伦序来教化世人。"文化"一词连用出现

则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凡武之兴，为不服t缸，文化不改，然后

加诛"在这果，文化的含义是讲文治教化或以文教化，与武力制服相对日，与现

代意义上的文化涵义有明显的区别。今天我们所通用的文化概念，据说是 19 世

纪末日本人用古汉语中的"文化"二字翻译拉丁文 Cultura 和英文 Culture rm来，

原意是指人类制造的事物，即经过耕作、生产、培养、教育阳成的事物。有耕种、

居住、练习、修养、拜神等含义，既有物质生产，又有精神创造的含义。

一般认为第一个把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并给它下定义的是当代英国文

化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 ，他认为文化是由知识、倍仰、艺术、道德、法律、

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所构成的综合体。泰勒之

后，研究文化的学者大增，不少人类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等，从各自角度出发，从

不同侧面试图揭示文化的实质，于是有关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以致竟达 200 多



种。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我阔的文化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影响比较大的有梁漱惧、梁启超、陈独秀等。躁漱祺在 1920 年出版的《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并把人类生活分为精神生

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三大内容。梁启相在《中罔文化史目录》中，所列文化

包括朝代、种族、政治、法律、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周、考工、农事

等，足见他心目中的文化是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

中外学者有关文化的解释虽然多种多样，但对文化是什么，说法却相对明

确，即凡是属于人类生油方式的各个侧面都属于文化的范畴。的此，最普遍的文

化定义就是人类创造的…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广

义文化的概念，如《辞海》中对"文化"的解辞就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挟义的文化一般则指精神文化，包括社

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由于文化的油义异常丰富，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因阳人们又将文化

按结构或层丽加以区分，认为文化由三个不间的要草委和思而构成。一是文化的

物质要素和物质屁面，即我们涌常所说的表层的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各种生产工

具、生活工具以及其他各种物质产品;二是文化行为要索和行为方式，即我们诵

常所说的中层的制度文化，主要包括行为规砸、风俗习惯、生活制度等;三是文化

的心理要索和精神居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深层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思维方式、

思想观点、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审荣情趣、道德情操等。文化的这种划分方法是

目前在我同学术界影响最大，也最为流行的分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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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文化的概念

文化具有…定的地域性，生活在不同地域的群体，就拥有不同的地域文化。

地域t也就是常说的区域，即按一定标准而确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它是人类生存和

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与活动舞台，是一个被赋予了人文因素和历史文化传统的

区域空间。一般来说，蛐域文化， t也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

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今夭的地城文化格局是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

步形成的。地域文化作为…种文化的区域分布，与历史上的自然区城、行政区划

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自然条件从宏观上制约了文化区的差异，大的山川

界线往往形成文化区的边界;行政区划则对文化区进行整合，使区内文化现象趋

于一致，以形成物质的文化区;而经济方式、交通条件、移民等因素，都对文化区

的形成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O

目前，人们关于地域文化的划分一般有主个标准:一是以地理相对方位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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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准，如东方文化、四方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陇右

文化等;二是以地理环境特点为划分标准，如长、江兰角 tHI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

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结洲文化等;兰是以行

政区划或古罔疆域为划分标准，如齐文化、鲁文化、秦文化、晋文化、楚文化、巴痛

文化、巴渝文化、云贵文化、间文化等。

地域文化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拍特性的特点。一定地域的文化的形成，是

历史发展和持续演变的结果，是该地域…代一代民众不断传迪、承袭、发展、积累

和既创新又积淀而形成的。而人类的一切活动，钮括文化，又总是在一定的空间

范围所进行的，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乃至人文因素的差异，人们在从事

生产、生宿等活动中，不同地域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在居民心理、性格习惯、思维模

式、行为方式和语言风俗诸方面逐渐产生差异，从而形成一个个具有区域特色的

地域文化，这种差异正是文化的蛐域性的突出显现。由于一定的地域及其文化

的形成，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约定俗成，又带有深深的地域性烙印，那么该地

域内的各种文化现象既是同质的或相近的，也是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的，阳与其

他地域文化之间则是异质而不同，这就使得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和风貌。

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包括:地城内文化的生成、演化和发展的进

程及其规律，文化的内在结构、形态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地城内文化的分布状态

与空间组合特征，地域之间文化的交融、惨透与整合，文化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

系以及生态剖面，地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等。

二、安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安徽建省时间虽只有 300 多年，但在安徽这块大地上，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

劳作、生息，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和宝贵的精神

财富。江?住这块大地上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文学

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他们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杜会舞台上，或以文治武功流

芳千古，或以学术思想立身扬名，或以诗词文赋萤声文坛，或以妙笔丹青抽脊艺

苑，或在科学技术园地大放异彰，对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腊灭的贡献。我们把出

生在安徽并根植于安徽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有着共同历史界域和渊源

的文化称为"安做文化"。

安徽文化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先民们

就在安徽这块 14 万平方公恩的地域上劳动、生活、繁衍，不断地创造着灿烂的文

化。近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安徽是一块早期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在中华文明起源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8 年，在繁吕县人字调发现了距今 200 万年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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