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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人创造了文化! 文化塑造了人" 每代人的民族文化心理! 都是由特定时代

的文化背景塑造出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特定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民族

文化背景创造和发展出来的" 它体现与陶冶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共通的人

生态度# 情感方式# 思维模式# 价值取向等内容"

文化犹如空气! 我们身在其中! 深受其熏染! 也参与着文化的传承与创

造" 此时此刻的我们正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塑! 但我们并未对此有清晰的

感知" 文化是神秘的! 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 如何才能把握中国传统文

化及其影响机制呢$ 这就需要我们首先理解文化的概念与功能"

第一节!文化的定义

我们现在所表述的 %文化& 这个概念! 在西方源于拉丁文 %"#$%#&'&! 后

来演化在德文中写成 %(#$%#&)&! 在英文与法文中写为 %"#$%#&)&" 其拉丁文的

原意是耕种 '动词(! 后来逐渐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栽培! 再后来又引申为对

人类心灵# 知识与情操的化育" 可见! 西方早期的文化观是从物质生产逐渐引

申到精神生产的" 直到今天! %"#$%#&)& 也和物质生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比

如英文 %'*&+"#$%#&)& 意思是农业! %"#$%#&),)'&$-& 表示人工培育的珍珠" 可

见! 西方文化观中 %"#$%#&)& 自诞生起! 就既有物质生产又有精神生产的

含义"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 欧洲人开始拓展他们的生产生活空间" 他们所到之

处! 都遇到了不同于欧洲的 %土著人& '当时! 欧洲侵略者还给他们冠以更难

听的词语 %野蛮人&(" 此时! 欧洲人发现了 %土著人& 共同存在但不同于欧

洲人的某些特征! 而且欧洲人常常把他们感受到的这些差异性特征与该民族联

系起来" 总之! 这些非欧洲民族部落突出的行为# 情感和思想等内容! 后来渐

渐被称为 %文化& 一词"

文化人类学之父泰勒 './0/12$3&( 是第一个使用现代意义上 %文化& 一

词的人" 他在人类文化研究开山之作 )原始文化* '4546 年( 一书中! 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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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定义为+ %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它包括知识# 信仰# 艺术# 道德#

法律# 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

! 这一概

念一直影响着后世关于 %文化& 的研究"

理解泰勒的这个文化定义! 需要从两方面出发+ 一个是 %作为社会成员的

人&! 另一个是 %复杂的整体&" 在寻求对复杂整体的经验理解时! 有人提出

了文化是人类全部的生活方式! 在寻求对 %社会成员的人& 的整体经验理解

时! 提出了文化是一种超有机体"

" 此时的文化观! 主要是分析 %异族& 的有

关特征! 具有较强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

随着西方社会的进步! 人们逐渐认识到种族主义的学术缺陷! 认识到文化

是每个民族及其成员的 %或多或少的一点财产& 时! 才出现了新的文化观+ 文

化即 %意义&

#

! 文化是 %一个社会中所有象征符号的总体&

$

, 每个象征符号

都是一个客体! 均表示着某种社会意义" 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也认为+

%事实上! 文化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

% 卡西尔 '.&7-%8'--+&)&( 认为

人是 %符号的动物&! 文化是符号的形式" 在其文化哲学观点看来! 人类文化

活动是一种 %符号& 或 %象征& 性活动! 在活动中建立起人的文化主体性!

并整体构成一个文化系统" 语言# 神话# 宗教# 艺术# 科学和历史等文化活动

都是符号活动! 并以此塑造了 %文化人&"

在中国! %文化& 一词! 古已有之" %文& 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 后

引申为文饰# 文章之义" )说文解字* 称+ %文! 错画也! 象交文"& %文& 通

%纹&! 花纹# 描绘之意" 后来逐渐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

以及文物典章# 礼仪制度! 等等" 到了先秦时代! %文& 已经被广泛用于各种

典籍了" )尚书-序* 中有言+ %由是文籍生焉"&

& 此处 %文& 指的是文字"

)尚书-大禹谟*+ %文命敷于四海"&

' 此处称颂大禹以文德化育四海! 这里的

!

"

#

$

%

&

'

"英# 泰勒$ %原始文化&' 蔡江浓编译' !页'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张祥平$ %人的文化指令&' $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美# 马尔塞拉 )&'()*++'' ,-.-* 等主编$ %跨文化心理学&' 肖振远等译' /0页' 长春' 吉林

文史出版社' !""!(

张祥平$ %人的文化指令&' $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英#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 杨淑华! 宋慧敏译' "页'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12(

)汉* 孔安国注! )唐* 孔颖达正义! 黄怀信整理$ %尚书正义&' $页'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同上书'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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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是文德教化之意" )论语-学而* 说+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 此处的

%文& 与 %德行& 对应! 指的是 %六艺之文&" 如果自然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

在一起! 就是君子之风范了" 显然! 这里的 %文& 就是人的社会性这一意

思了"

%化& 本义为变易# 生成# 造化! 所谓 %万物化生&! 其引申义则为改造#

教化# 培育等" 如 )礼记-乐记*+ %和! 故百物皆化"&

" 这里 %化& 指的是

%化生& %转化& 之意" 又如! )素问*+ %化不可代! 时不可违"& 这里 %化&

指的是 %造化& 之意"

将 %文& 与 %化& 一起使用! 最早出现在 )易* 中+ %刚柔交错! 天文

也, 文明以上! 人文也" 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关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

' )贲卦-彖传*( 这里的 %天文& 即自然之道外显的自然现象! %人文& 即是

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机制及其创造成果! 泛指社会中的各种关系, %人文化成

天下&! 也就是通过社会教育让人们自觉形成良好# 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

奠定了中国早期的文化观+ 文化! 即 %以文教化& 之意! 通过诗书礼乐# 道德

伦理等教化百姓"

中国古代的文化观中! 文化往往与 %武力& %武功& %野蛮& 相对应! 它

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 体现了治国理政中 %阴& 和 %柔& 的

一面! 既有政治内容! 又有伦理意义" 同时! 中国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 %文

化& 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 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 它既与武力征服

相对立! 又与之相联系! 相辅相成! 所谓 %先礼后兵&# 文治武功"

通过前面西方关于 %文化& 定义的梳理! 我们知道! %文化& 的定义受到

较强的时空背景影响! 往往是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

伯和克拉克 49:; 年出版的 )文化+ 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 中统计! 世界各

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 4<= 多种! 而当代有学者统计! %文化& 这个概念的定

义至少有 ;== 种以上了" 文化这个概念可大可小# 众口不一! 在不同的领域与

场合都有不同的意义" 有的理解把文化等同于知识或学历! 比如一个老农指着

!

"

#

何晏注' 邢昺疏' 朱汉民整理' 张岂之审定$ %论语注疏&' %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汉* 郑玄注' )唐* 孔颖达正义' 吕友仁整理$ %礼记正义& )全三册*' !0%%页'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 $11#(

)魏* 王弼注' )唐* 孔颖达正义' 李申! 卢光明整理' 吕绍刚审定$ %周易正义&' !1/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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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生说+ %你看! 人家有文化"& 有的理解几乎等同于文学和艺术! 把时

尚# 餐饮# 运动# 广告# 杂志和日常生活等忽略不计! 导致发展文化事业时过

于单一" 有的 %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 是对外部物质条件的反映和对

阶级利益的表达&"

! 这种观点似乎有不少道理! 但也可能会引起较大的思想

矛盾和文化斗争! 更不可能在这样的观念下搞一个全社会各阶层认同的文化

产业"

后来! 文化研究者更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 %一种整体生活方式& 和 %一

种普通的生活方式&"

"

%所谓一种文化! 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

式! 他们整套生存式样"&

# 但是! 这样的文化定义! 又常常让人把 %文化&

%文明& 混淆" 钱穆说+ %其实 8+>+$+?'%+37 和 8#$%#&)这两个字! 都是很近代才

有的! 所以可说是他们西方人很近代才有的观念" 但我们拿中国古代早就原有

的文化# 文明二词来翻译! 却是很有意义的"& 钱穆先生认为! 文化即 %生

活&! 文化是群体性# 综合性# 可持续的生活整体"

$ 在当代中国发展了这一

看法的是当代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 他认为+ %文化! 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

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 它通过积累和引导! 创建集体人格"&

%

尽管中西方古今学者对于 %文化& 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 但 %文化& 的

概念也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内涵和特征! 比如讲! 都是人类创造的# 人为的东

西! 是可以传承的! 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等等" 基于上面的清

理! 本教材对文化作一个较为宽泛的界定+

文化是人类特定群体创造的! 可以递相传承的! 使人类特定群体以超自然

方式生活的全部成果之总和"

!

"

#

$

%

"英# 阿兰3斯威伍德$ %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黄世权! 桂琳译' /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2(

同上书' 2页(

"美# 克莱德3克鲁克洪等$ %文化与个人&' 高佳! 何红! 何维凌译' 0页'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

社' !"#4(

钱穆$ %文化学大义&' 北京' 九州出版社' $1!!(

余秋雨$ %何谓文化&' 4页'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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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化的特征与功能

一! 文化的特征

!!上面对文化的这一定义! 内含了文化的五大特征"

!"人为性

文化不是自然生成的! 是人类的创造物! 是人为的" 人与动物不同! 支配

动物行为的本能! 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 人的行为则是靠人后天习得的文化

来支配" 支配人的行为的! 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 但实际

上! 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 价值# 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 前人# 他人

的生存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如此"

#"可交流性

不同的地理条件# 气候条件# 人文传统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渊源! 并发展

出了千差万别的文化样式" 通过文化适应! 文化成员接受与习得了相同的文化

内容! 文化得以积累和传承" 所以! 文化不是那种即生即灭# 转瞬即逝的东

西" 正是在文化这种相对稳定的传承基础上! 形成了特定群体的文化传统! 并

由此形成了特定群体特定的文化模式"

有学者认为+ %文化是让个人的行为为社会的其他成员所理解的公约

数"&

! 文化的可交流性! 指文化可以在同一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背景# 同一

时空和不同时空的人类成员之间通过特定文化行为与符号互相传递信息的特

征" 人类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群体之间进行超自然的沟通交流和分享信息! 正

依赖于文化可交流性这种特征"

$"可传承性

文化是可以积累和传承的! 不是那种即生即灭# 转瞬即逝的东西, 在文化

可传承性的基础上! 形成了特定群体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指的是在一种文化

! 拉里+,-萨默瓦! 理查德+5-波特! 埃德温+6-麦克丹尼尔$ %跨文化传播 )第六版*&' !"

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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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代相继承# 传递的知识# 规则#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些是一代代文化传

承的结果" 文化传承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 特定社会与文化环境的无意识熏

陶浸染# 特定生活方式的无意识模仿和接受# 特定文化机构和组织如学校的有

意识灌输和引导等! 都是实现文化传承的途径"

我们发现! 文化的可传承性和可变异性是统一的" 文化的可传承性建立在

文化的稳定性基础之上! 但文化的稳定性是相对的! 文化也在不断变化! 是一

个永不停息的 %创新过程&" 文化创新来自各种因素! %在诸如人口增加# 技

术革新# 环境危机# 外敌入侵以及文化内行为和价值观发生改变等情况下! 人

们要对其做出反应! 变化因此产生&"

!

一般情况下! 文化易变的部分是初级行为! 服饰# 事物# 居住方式# 交通

方式等容易随着流行而变化! 但核心价值观# 思维方式# 宗教体验等内容却是

很难被迅速和轻易改变的" 打个比方! 文化犹如冰山一样! 易变的只是露出水

面的冰山一角! 文化的内在部分却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规范性与约束性

任何文化都意味着一套规范系统! 它要告诉接受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 应

该怎样生活和行动! 而不能怎样生活和行动" 这就是规范" 这些规范既有以硬

性方式存在的! 如各种社会制度! 也有以软性方式存在的! 如各种社会习俗"

既有作用于人外在行为的! 也有作用于人内在思想感情的" 所以接受一种文化

系统! 也就接受了这种文化系统的规范" 这也意味着! 文化是有约束性的"

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A 0)7)B+"%( 认为! 文化模式是文化

中的支配力量! 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 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

中的法则" 在她看来! 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 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

的主旋律即民族集体人格! 人们的行为受这些文化的制约"

文化适应 ')7"#$%#&'%+37( 指的是文化成员学习某种文化的整个过程" 在

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 与 %文化适应& 相近的词是 %社会化&" 不论是使用

哪个词! 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文化个体从婴儿期开始! 就不断学习所处文化

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 直到完全领会并习以为常"

! 拉里+,-萨默瓦! 理查德+5-波特! 埃德温+6-麦克丹尼尔$ %跨文化传播 )第六版*&' $!

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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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

文化是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观念等构成的系统! 是这些成果的总

和! 而不仅仅是指其中的某些部分" 文化大体可以分为器物层# 制度层# 精神

观念层 '内在文化心理与外在符号形态( 三个层面" 人类的生活世界贯穿于

这三个层面和领域! 因此! 这三个层面都统一在人类的生活世界# 生活方式

中" 文化是人类特定时代特定群体创造的# 可以递相传承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

价值生态共同体" 这个 %生态共同体& 中包含着多元层级文化的生态系统"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形态! 包括生产工具# 劳动对象以及创

造物质产品的技术等内容" 物质文化来源于技术! 并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

直接相关" 物质文化不是所有物质形态的单纯存在或组合! 自然状态下存在的物

质! 不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 物质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技术和物质产品的显

示# 存在和组合! 不同物质文化状况反映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人类物质文明

的发展水平" 物质文化不单指 %物质&! 更重要的是强调一种文化或文明状态"

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 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

的规范体系! 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 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法律制度和

民间的礼仪俗规等内容! 是文化层次理论要素之一" 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

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的法律制度# 政治制度# 经济制

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 都是制度文化的反映"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基础生产上产生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意识

形态! 它是人类各种意识观念形态的集合" 精神文化的优越性在于! 一是具备

人类文化基因的继承性! 还有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丰富完善的待完成性" 这也

是人类文化精神不断推进物质文化的内在动力" 由于文化精神是物质文明的观

念意识体现! 在不同的领域! 其具体文化精神有不同的表现和含义"

二! 文化的功能

%功能& ' C#7"%+37( 在汉语文献史籍中很早就已经出现! 大致有以下两种

含义+ 一是效能, 二是功绩# 才能" 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 %功能& 是指一个事

物对于对象所具有的某种作用和意义! 它能够满足对象某种需求的属性" 文化

的功能指文化对人类的基本作用和意义"

本讲将文化的功能归纳为阐释功能# 评价功能# 实践功能三大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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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文化的阐释功能

文化是不同人类社会共同体对世界# 人类群体和个体本性# 命运# 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阐释系统! 这个阐释系统的结果就是知识系统的建构+ 关于自

然# 人类 '个人与群体( 世界# 历史知识的生成# 积累与传承的观念系统"

人类的知识系统! 就是人类对自然# 人类群体和个体历史与现状的阐释结果"

因为文化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是由不同人类群体创造的! 而人类不同群体文化的

知识系统是有差异的! 所以也有同一的或相同相融的构成"

文化的阐释功能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人类的对象世界即自然的阐释,

二是对人类自身的阐释, 三是对人类生活世界和人类历史的阐释" 前者形成了

人类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系统! 后者形成了人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系统" 文

化的阐释功能就是要回答+ 世界# 人# 人类历史和现实是怎样的$ 这个阐释的

结果! 就是一套知识系统的形成! 即所谓真理系统" 文化阐释的权威性! 首先

体现在它提供的这套知识系统被确认为是真理性知识"

#"文化的评价功能

文化要提供一个关于人类个体与群体生活的价值# 意义的评价系统! 这就

是价值系统的建构" 价值系统是一种文化关于自然# 人类世界 '个人与群体(

生活和行为价值准则的生成# 积累与传承的意义系统" 人类不同群体文化的价

值系统是有差异的! 也有同一的或相同相融的部分"

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价值体系! 这套价值体系覆盖了人类生活的五个基

本方面! 即人与自然# 人类群体与群体# 人类个体与群体# 人类自我与他人#

人类自我与自我" 每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 都是围绕这五组基本关系展开和设

计的! 都要对这五种关系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 在这些评价标准中! 文化的评

价功能常常体现在一个核心问题上+ 在特定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圈中! 什么是善

的! 什么是恶的! 什么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什么是美的! 什么是不美的"

$"文化的实践功能

文化一方面是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产生# 提炼和积累的成果! 另一方面

也必然会对人类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提供设计# 框限和引导! 这就是文化的实践

功能" 文化最核心的功能是实践功能! 文化的阐释功能和评价功能! 归根结

底! 都指向实践功能! 最终要落实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 为这种实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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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要对人类群体与个体的社会和生活实践的模式# 途径# 方式和方法进

行设计# 规范与引导! 它也总要体现在特定社会制度# 社会关系# 生活方式的

形成# 认定和改变中"

第三节!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

%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 %中国& 这一限定词! 主要是以现代中国的民族构

成和地理范围来确定的! 指的是以汉族为主体# 融合了其他 :: 个少数民族的文

化共同体" 而汉族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华夏民族! 因此本课程讲授的中国传统文化

指的是以古代华夏民族文化为主体# 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性系统" 这决定了

中国文化既有主体性指向! 又有多元性构成" 在这个前提下! 本节我们着重介绍

三个概念+ %中国& 概念的界定# 中国人的由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界限"

一! #中国$ 概念的界定

本书 %中国& 的空间范围! 指当代中国地理版图的范围"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对这个概念的来源和内涵变化作一个简单介绍"

%中国& 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最迟应该出现在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 何

尊 49<D 年出土于陕西鸡贾村! 是周初一宗室成员名 %何& 的人为纪念周成王

赏赐而铸造的" 尊上铭文 4== 多字+

唯王初壅! 宅于成周" 复禀 #逢$ 王礼福! 自 #躬亲$ 天" 在四月

丙戌! 王诰宗小子于京室! 曰% &昔在尔考公氏! 克逨文王! 肆文王受兹

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则廷告于天! 曰% 余其宅兹中国! 自兹乂民" 呜

呼' 尔有虽小子无识! 视于公氏! 有勋于天! 彻命" 敬享哉'( 唯王恭德

裕天! 训我不敏" 王咸诰" 何赐贝卅朋! 用作庾公宝尊彝" 唯王五祀"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第四卷' $%/页'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

文化研究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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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大意是! 成王五年四月! 周成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 对武王进行丰

福之祭" 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 内容讲到何的

先父公氏追随文王! 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 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 以此

地作为天下的中心! 统治民众" 周王赏赐何贝 D= 朋! 何因此作尊! 以作纪念"

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说+ % .宅兹中国/ 的 .中国/! 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

.天之中/ 的洛阳"&

! 这个理解应该是合适的" 何尊中的 %中国&! 即指周武

王考察后计划新建的# 周成王完成建造的都城洛邑! 即成周" %宅兹中国&!

即以中国 '洛邑( 为周王居所" 所以! %中国& 这个概念! 最早指的是周人的

首都" 之后! 其所指范围慢慢扩大到周人起源和统治的黄河流域中下游陕晋冀

豫鲁等中原各诸侯国! 即周人所称的 %华夏& 诸国地域" 周人以当时的中国

'华夏( 为中心! 将四方其他民族和国家分别称之为戎# 狄# 蛮# 夷" 这些民

族和诸侯国并非都不属于周的属国! 如被称为南蛮的长江流域楚国! 统治者季

连族团就是周初从北方受封到南方的! 毫无疑问是周的属国! 但在当时不算华

夏即中国的范围" )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 '前 :E6( 有 %楚失华夏& 一句! 这

是 %华夏& 一词首见典籍记载" '唐孔颖达疏+ %华夏为中国也"&( 其具体所

指也为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诸侯国家" 以华夏为中国! 应该是早在当时人们心中

的观念" 而华夏族也就是后世汉族的主体! 春秋战国之前! 主要居住在黄河流

域中下游" 所以! 当时这个地域范围称为中国" 随着历史的发展! 汉族与周边

民族不断融合! 疆域不断扩大! 凡汉族居住的地域也都称为中国! 这样! 整个

黄河和长江流域都被列入中国范围" 但中国的概念并不总是以汉族为标准划界

的! 由于 %中国& 这个概念内含有中心之国的正统意思! 所以! 古代也被不

同民族所使用" 例如! 南北朝时期! 南朝# 北朝都自称中国! 而将对方称之为

%索虏& 或 %岛夷&" )北史-序传* 载+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 常以宋# 齐#

梁# 陈# 魏# 齐# 周# 隋南北分隔! 南书谓北为 .索虏/! 北书指南为 .岛

夷/"&

" 这种情形两宋时代也出现过" 北宋# 南宋都自称中国! 但它们的敌国

金# 辽也自称 %中国&" 上述情况下! 它们所用的都是 %中国& 概念中具有正

统意味的 %中心之国& 的内涵"

战国以后的历史进程中! 古代 %中国& 的概念! 其所指范围也慢慢和

!

"

葛兆光$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自序' 2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

)唐* 李延寿$ %北史& 卷一百 %序传&' 2202页' 北京' 中华书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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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九州& %神州& %四海& 等概念相近! 其覆盖区域越来越大" 但直到

清代! 都没有任何朝代将中国作为国家概念命称" %中国& 作为国家概念命称

是由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始的! 中华民国又简称 %中国&"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 也简称 %中国&"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上的 %中

国&! 其所指地理范围大体相同! 略有差异" 本书 %中国& 概念覆盖的地域!

指的是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以及居住其上的所有民族和人民" 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同时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占中国总人口超过

9=F! 所以! 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二! 中国人的由来

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化是由居住在东亚大陆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创造的! 所

以对中国文化进行考察! 有必要对上古中国人的主体华夏民族 '汉族的前身(

的来源做一个概要梳理"

关于远古中国人的来源! 从总体上看! 存在本土起源论和外来迁入论两种

观点! 前者是传统和权威的观点! 后者是近百年尤其是最近 D= 多年来出现的

极有挑战性的观点"

在春秋战国时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献中! 代表着华夏人远古祖先的想象君

王三皇五帝! 甚至更早的神农氏# 有巢氏# 燧人氏等! 都是起源于# 也生活于

中国本土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历史文献中! 中国人远祖的本土起源根本不是

一个问题! 一直到当代中国史学界很多史学家那里! 这都是权威的观点" 中国

人远祖来源成为一个问题是从近代开始的" 在 49 世纪! 随着掩埋几千年的苏

美尔G巴比伦文化遗址的发掘! 大量文物# 文献出现并被破译! 西方人发现了

一个起源于史前近四千年# 人类最早进入阶级社会# 有文字记载的文明" 这个

已经消失了几千年的苏美尔G巴比伦文明对周边的埃及# 印度# 希伯来# 波斯

和希腊古代文明都有深刻影响! 于是! 就有学者认定! 全人类几大古老的文明

都来源于苏美尔G巴比伦! 这就是流行一时且影响深远的 %泛巴比伦主义&" 中

国古代文明的来源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也被一些学者描述为来自古代巴比伦"

其中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中华文明外来说是法国学者拉克伯里 '1)&&+)7 B)H'G

"3#,)&+)! 45EE0459E( 在 )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 '!"#$"%& '%()(& *+$,"

-.%/01,(&"#"2(3(/(4.$(*&( 一书中提出" 在该书中! 他描述道+ %公元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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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两河流域的国王 I'(A#7%)率领巴克族 '0'( %&+J)-( 从迦勒底亚出发! 翻

越昆仑山! 历经艰险! 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 此后! 巴克族四处征

伐# 传播文明! 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他说! I'(A#7%)又作 I'+KL'7G

*%+! 即黄帝之谓! 巴克族则为 %百姓 '0'( M+7*(& 转音" 他还列举了中国古

代文化与巴比伦文化中近百种类似之处! 证明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

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论经日本学者转介后传入中国! 得到当时许多中国

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如章太炎# 刘师培# 宋教仁等出于政治和学术多方面考量的

认同! 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著述中表述这个观点! 有的学者还将其编入历史教

材" 著名学者梁启超在 49=4 年的 )中国史叙论* 中也曾接受 %中国人种西来

说& 的观点"

但 ;= 世纪 ;= 年代以后中国本土具有现代意义的考古活动开始出现! 考古

学家在中国黄河# 长江# 辽河G大凌河等流域! 发现大量距今 E === N5 === 年

间的文化遗址和文物! 并发现更加遥远年代已经有人类生息于东亚大陆! 例

如! 距今约 46= 万年的云南元谋人# 距今约 44= 万年的陕西蓝田人# 距今约 :=

万年的北京人# 距今约 ; 万年的山顶洞人等! 这些都可能是现代中国人的原始

祖先" 这使得拉克伯里的观点受到挑战! 曾经认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中国学者

大部分放弃了这个观点" ;= 世纪 D= 年代以来! 中国人种和文化本土起源论遂

成为中国学术界权威的结论"

然而中国人种和文化本土起源论到 ;= 世纪 9= 年代以来又面临着分子人类

学的新挑战" 在国际学术界! 人类学家以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等最新研究成果

为基础! 建立了分子人类学" 他们和全世界范围内的遗传学家# 分子生物学家

联合! 对现今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基因进行大规模采样和测序! 编制出现今

居住各大洲所有人类人种的基因图谱! 并根据基因裂变的规则! 分别从女性染

色体和男性染色体遗传变异规律角度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现今居住在五大洲的

所有人类! 都有共同的祖先! 这个共祖从女性染色体角度推测! 应该是大约距

今 ;= 万年前后的一个非洲母亲! 人类学家将之称为 %线粒体夏娃&, 从男性

染色体角度推测! 应是源于距今 4: 万年前后非洲的一个共同父亲! 人类学家

将之称为 %染色体亚当&" 大约 4= 万年前后! 他们几个儿子的后裔们从非洲

! 转引自孙江$ %拉克伯里的 -中国文明西来说. 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 载 %历史研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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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开始了向世界各地的迁徙" 在迁徙的过程中! 他们战胜并消灭了原来居住

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人种! 最后成为地球上现今的人类" 在这个成果的基础上!

中国的分子人类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等人的研究团队! 对中国境内居住

的人群进行了大规模基因取样调查和研究! 研究的结果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现

今汉人为主体的黄色人种的华夏祖先们! 是距今 4/; 万 N4/: 万年前后! 即最

后一个小冰河期的末期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大陆的 '进入东亚大陆的这一支黄

种人是距今 : 万年前后从印度进入东南亚的! 而印度这一支又是更早从西亚迁

徙过去的(" 现所见距今万年以内的所有文化遗址! 都是这批从东南亚进入的

黄种人留下的" 他们也是今天中国人的远古祖先华夏民族的来源"

!

分子人类学关于中国人来源的观点与近百年权威的中国人本土起源说观点

区别甚大! 这个观点的依据也仅仅是分子生物学! 而且还有很多比较粗略和不

能确定的环节" 本土起源论和外来迁入说哪一种观点更有道理! 学术界对此尚

有分歧" 目前来看!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因为基于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之

上! 似乎更有说服力" 但不管哪种观点! 它们都否定了拉克伯里关于中华祖先

是公元前 ; D== 年前后从西亚迁徙来的观点! 都确认了至少距今万年以来我们

在东亚大陆看到的那些重要的文化遗存都是居住在这块大陆上的现代中国人的

祖先们创造的! 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 因此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起源的描

述正可以此为基础和起点"

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界限

传统文化指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的# 递相传承的! 并对一

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的器物# 制度# 规则# 习俗# 观念和

心理等" 在理解 %传统文化& 这一概念时! 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传统指的是某个社会共同体! 某个社会群体# 行业# 职业或领域中

相延既久的一些观念# 标准# 规范# 行为方式等"

第二! 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传统有较高程度的稳定性和继承性"

! 参看王传超! 严实! 李辉$ %姓氏与 7染色体& )载 %现代人类学通讯&' $1!1' 0$ */*/ 王传超$

%分子人类学所见东夷族群的起源与演化& )载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 899:$ ;;<+=>-)?@*A?*A*9-

?A;<+=>320#0/23#%!$/"-89B+*/ 李辉$ %走向远东的两个现代人种& "载台湾 %国父纪念馆馆刊&

$110)!0*#/ 金力! 李辉$ %重建东亚人类的族谱& "载 %科学人& $11#年#月 )%#*# 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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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内在的构成因素是在不断

更新和淘汰的"

第四! 一种复杂而丰富的文化传统都不是由单一内容构成的! 都内含着多

种异质性内容! 它们之间的消长生灭往往是由其内在不同因素之间的矛盾冲突

和斗争导致的"

第五! 任何文化传统都会面临异质性文化的压力! 它可能分别以同化或顺

应为主要模式应对" 以同化为主应对! 则一种文化传统会大体保持其整体的统

一性和延续性, 以顺应方式为主应对! 则一种文化传统会出现大幅度偏移# 改

变甚至断裂"

第六! 从整体上看! 一种文化传统的巨大改变和断裂! 往往与文化载体和

产生基础的巨大改变相关" 文化载体在这里指的是承载特定文化传统的人群"

特定载体的消失或改变! 会导致文化传统的改变" 这里的基础! 指的是特定文

化产生所依赖的特定自然环境# 经济生产方式# 聚落方式! 这些基础的大幅度

改变! 往往会导致文化的巨大改变甚至断裂"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物质# 制度# 规

则# 习俗# 观念和心理等" 中华民族# 中国文化多源汇集# 兼融八方的历史特

点与发展格局! 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兼容并包# 博大精深而又不断更新

的动态概念" 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今天! 我们学习与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要在全球化坐标上正确认识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 充满文化自信地让中国

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本 讲 小 结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 其定义有几百种" 本讲在介绍中西方关于

%文化& 一词不同理解的基础上! 总结出一个共识性的结论+ 文化是人类特定

群体创造的# 可以递相传承的# 使人类特定群体以特定方式生活的全部成果之

总和! 它包括了器物# 制度和符号三个基本层次! 同时所有的文化成果都是为

人类生活创造和积累的! 也一定会体现在人类生活方式之中" 在此基础上本讲

分析了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并介绍了 %中国& 概念的历史发展#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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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等问题上的有关知识"

%复习与练习&

!"

4O文化的基本内涵"

;O文化的基本特征"

DO文化的基本功能"

EO中国的概念与中国人种的来源"

#$%&"

4O文化三层面构成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O分组讨论+ 人性是先天赋予的! 还是后天养成的$ 它和文化有什么关系$

DO分组讨论+ 直到现在! 还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和巴比伦# 埃及关系密切!

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EO该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的华夏文化的主体性与多民族文化的关系$

'()*+,

4O林惠祥+ )文化人类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44"

;O司马云杰+ )文化价值论*!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44"

DO衣俊卿+ )文化哲学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4:"

EO钱穆+ )文化学大义*! 北京! 九州出版社! ;=44"

:O1英2 阿兰G斯威伍德+ )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黄世权# 桂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D"

<O1美2 尤金-IO科恩# 爱德华-埃姆斯! )文化人类学基础*! 李富强编

译!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4956"

6O曾仕强+ )中华文化的特质*!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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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 中国文化是唯一历经几千年未曾中断而传承发展

的文化" 它是在怎样的基础之上生长# 发展和绵延的$ 它有怎样的历史过程和

特征$ 是怎样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和原因使之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 我们将分

两讲概要地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特征进行描述" 这两讲的区分标准是

以秦为中分线的中国历史的两大时代! 一是秦以前的酋邦G王国分权时代, 二

是秦以后的帝国集权时代" 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当然有连续性! 但也有明

显区别! 故有必要分别进行介绍" 本讲介绍中国上古酋邦G王国分权时代的历

史与文化发展概况"

上古酋邦G王权时代! 大体可区分为酋邦时代# 方国时代# 王国时代三种

有内在关联但也有区别的时代" 酋邦时代! 指的是春秋战国传说中的上古炎黄

尧舜时代" 如果传说中的这些时代存在! 那还不是有国家形态的时代! 当时的

社会共同体只是多个大的部落组成的酋邦或部落联盟! 这种酋邦只是一个松散

的共同体! 共同体内各部落都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至于夏代! 如果这个

朝代存在! 那应是多个大酋邦组成的松散酋邦国家" 在这个共同体中! 夏人族

团力量较为强大! 故成为酋邦国家的中心" 商代建立的国家是中央G方国类型

的社会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 商人族团处于中心地位! 对周边方国拥有一

定控制力! 周边方国对商人族团表示臣服! 但具有相当独立性和自主性" 甲骨

文多见周边方国不服从商王! 商人出兵征讨的记载! 可见处于中央的商人与周

边方国还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 周人建立的国家则是王权国家! 这个国家

内! 周人族团不仅处于中心位置! 而且对周边其他族团具有远比商王室强大的

控制力! 周边其他国家主要是由周王宗室或盟邦分封建立# 得到周王室认可的

诸侯国" 这些诸侯国的土地和所有诸侯! 在名义上都是周天子领导和控制的"

但各诸侯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乃至外交上! 都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空间"

所以! 在上古时代! 国家形态是一步步形成和具备的! 由较小地域部落组

成的松散酋邦到酋邦国家# 到较大地域的中央G方国! 再到更大地域的分封制

王国! 规模在一步步扩大! 处于中央位置的族群对共同体内其他族群的控制力

一步步增强" 但即使是周代王国时期! 中央王权对其他族群的控制力也不具有

绝对性" 各诸侯国都有较大独立性和自治权力" 因此! 无论是更远的酋邦和酋

邦国家! 或是商代的中央G方国国家! 还是周代的王权国家! 相对秦以后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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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帝国! 客观上都是一种分权式社会共同体! 这种分权并非最高地位的统治者

的意愿! 而是有不得不这样的历史原因"

下面对上古分权时代中国历史文化概况作一概要性描述"

第一节!中国文化产生的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特定的基础! 这个基础可以有许多方面! 但最基

本的是地理环境# 基本经济生产方式# 基本聚落方式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直

接和间接地决定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群体的物质文化# 生活方式# 各种制度和

精神观念系统的性质和特征" 因此! 要理解中国文化何以如此! 就必须从这三

个方面对其基础进行考察"

一! 半封闭的地理环境

对于人类古代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研究! 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都十分重

视自然地理环境的决定性作用" 49 世纪! 西方历史学界盛行的环境决定论认

为! 不同民族和族群生活的自然环境! 总体上限定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的生活

方式# 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 甚至民族遭际和命运" 越往古代! 自然环境对人

类的影响和限定作用就越大" 环境决定论也许过于绝对! 所以 ;= 世纪著名历

史学家汤因比用 %挑战G应战& 的模式来解释环境对人类的重要作用" 不管是

%决定论& 还是 %挑战G应战论&! 都肯定了环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

和作用! 这种影响和作用越往古代越大"

中华民族生存的东亚大陆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就是半封闭性! 高山# 大

海# 荒漠阻隔着外界与中华民族所居住的东亚大陆的大规模交流" 中国的西部

地区! 主要有青藏高原将中国与西南亚阻隔, 西南方向则有云贵高原将中国与

南亚阻隔, 从南方到东方! 则有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形成天然屏障" 只有西北和

北方面临着欧亚大草原! 而且! 这中间还有浩瀚的千里沙漠# 人迹罕至的戈壁

荒漠# 帕米尔高原# 阿尔泰山# 外兴安岭等形成相对阻隔! 使东亚大陆与中

亚# 西亚和东北亚大规模交流形成障碍" 中国地理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周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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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 大海# 沙漠# 戈壁环抱! 它像一个巨大的盆地! 这个大盆地由平原和众

多中小盆地低地构成! 将外族文明与中国相对隔离! 形成了独自一系的半封闭

地域特点"

这样的地理环境! 使得古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华夏先民! 与东# 南# 西

南等方向隔着高山大海的国家之间! 都只有小规模的相互交流! 而无法发动大

规模的人口迁徙或扩张性战争" 只有北面和西北面长期面临草原游牧民族的压

力" 这种压力对于中华民族而言! 总体上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积极意义表现

为! 一方面! 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在至少 : === 年之前就进入农耕为主的

文明时代! 比游牧文明高级" 在与北方和西北草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冲突和交往

的漫长历史进程中! 不管谁阶段性战胜谁! 最后的结果都是以华夏民族为核心

融合草原游牧民族! 从而形成滚雪球式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 游牧民族的融

入给华夏民族带来了血缘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活力! 而华夏民族的文明则提升

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层次和品质" 另一方面! 任何文明! 如果在没有外在压力的

完全封闭的环境中生长和发展! 这种文明必定比较脆弱! 一旦突然遭遇强大异

质文明压力时就会脆断" 如果中国地理环境是一个纯粹类似于美洲大陆的封闭

世界! 也许中华文明早就被消灭了"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相当的抗击打能力和

对抗精神! 这与中华民族长期面临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有关" 正是

这种压力! 使中华文明长期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对抗能力和竞争意识" 而且! 这

种压力在大多数时候其压强相对有限! 一般都没有巨大到足以使中华文明脆断

崩溃的地步" 孟子说国无外患者国恒亡! 是十分有洞见的说法" 不少学者认为

中国人具有热爱和平的平和的民族性格! 这当然不错! 但中国人也有对抗# 斗

争的精神" 保存敌人和外患! 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历史上! 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 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印度! 国家

和文化一直得以保存延续的只有中国! 其他几大文明古国都先后被异族消灭"

这几个文明古国的覆亡原因复杂! 其中之一是它们在地理环境上缺少中国这样

半封闭性的地理屏障" 几千年漫长历史中! 中华民族和文化未被异族消灭! 在

冷兵器时代! 很得益于中国半封闭的地理环境" 它四面的高山# 大海# 沙漠#

戈壁! 成了保护自己的天然屏障! 将那些强大的国家和文明隔挡在外"

这种半封闭地理环境的屏障作用! 到了 49 世纪以后就慢慢消失了" 在中

国东北# 西北部草原戈壁之外! 崛起了横跨欧亚的沙皇俄国及苏联政权! 而东

边和东南方向的大海! 恰恰成了欧美日帝国强大海军舰队几无障碍驰骋的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