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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对这5000多年文明史的前2000多年虽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很不够。因为这一段可作为分析依据的材料少而从古至今研究它的论著多，因而存在的问题多，学者们的分歧也很大。百年来学者们不断努力，取得了成绩，也走了一些弯路。当然，总体上是不断地在向科学的思想和方法靠近。即如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粉碎了一些人盲目信古的思想体系，摧毁了旧的古史观，使史学研究向现代科学方法靠近，这一点应该肯定。但疑古派也否定了一些不应否定的东西。当年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学界也有些学者在

“考古”与“释古”思想的指导下做了很多工作，但不成气候。近几十年中由于大量地下文献的出土，人们对一些过去几乎成为定论的结论进行反思，以地下出土材料为依据，联系历史文献，有些方面还以民俗材料为参照，对包括远古、上古时期在内的整个先秦时期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都给予新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绩。应该说，这个“否定之否定”是又一次向科学研究方法的靠近，是思想方法方面的一次大的改进与提高。百年来的上古史与先秦文化的研究虽然存在很多分歧看法，但总体上是由虚到实、由不明晰到渐渐明晰、由不确定到渐渐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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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学派的否定旧说，相当程度上仍借了传统文献，在加以“去伪存真”的辨别之后，对旧学有所继承；近几十年主要依据新出土文献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纠正在疑古思潮中形成的一些错误论断，也是在了解疑古学派战绩的基础上进行的。只要秉持科学的态度，争论是好事，只有在争论中才能推动学术的发展，使我们的认识逐步地靠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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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周民族的发祥地与秦人的兴起之地．。包括《周易》在内的周代典籍与文化影响中国文化3000年，秦代政体影响中国政治2000多年。我们如果不是从其产生、形成的根源上去认识理解周秦文化，终

究会在很多方面隔着一层，不能恰切地进行解读。前些年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文献言“庖牺氏、女娲氏，一．“蛇身人面”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和晋人《玄中记》等都说到“伏羲鳞身”或“伏羲龙身”3，汉魏之际的《遁甲开山图》云：“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又云：“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陇山之“陇”实得名于“龙”（双耳旁在左为“阜”，表示为山名），陇城也得名于陇山。飞将军李广为西汉成纪人（今秦安县西北），王昌龄诗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注唐诗者于“龙城”皆引了些不相干的材料，以为在漠北，可谓南辕北辙。其实“龙城”犹“陇城”（在秦安县城东北）。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据今7800年至7350年，相当于传说中伏羲氏的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在家庭、氏族的结构和组织领导上说，是以女性为主，但部落的领导为男性．。伏羲氏应该是当时生产和文化较发达的部落的名称，后人实际上也借以指称那个时代，同时，也成了当时伏羲氏部落杰出领袖的代称。那么，我们要追溯中国文化的根，也不能不更多地关注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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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区域。隋唐以前最大的两个少数民族氐、羌都主要活动于今甘肃一带。据刘启釺先生之说，周氏族为氐人的一个分支，由氏人发展而来；羌民族由羌人发展而来。同时，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东部沿海地区有的民族也西迁至陇右。对西部民族演变、交融、消长情况的深人考察，成了解开中国文化方面很多奥秘的钥匙。在先秦历史、文化、文学各方面的研究中不考虑这些因素，必

然会造成一些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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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丝绸之路的中段，是中国同西亚及欧洲最早开始交流的通道。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阿马萨里认为：丝绸之路远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存在但要弄清具体情况，揭示这部分完全隐埋在历史烟尘中的历史，首先要从西北，尤其从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理、地名、民族关系、语言、文献等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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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6年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先奏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关心下将中心提升为省属科研单位，改名“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仍附设于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2007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培育）学科，2009年学校根据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研究的特色，建立了“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基地平台"，作为西北师大三个科技创新平台之一。为了及时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了加强校内外的学术交流，今创办《先秦文学与文化》。但凡同先秦（包括秦）时代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有关的论文，都在欢迎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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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倡创新，因为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坚持一种严谨的学风，因为严谨的学风是取得真正科学创新的保证。除此之外，不限研究范围，不限研究角度，也不限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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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舟及其文化内涵&赵茂林

宋玉的辞赋对李商隐微辞托讽表现的影响&罗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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