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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的文明史更多的是一部精神的历史，这是考察东西文明所走过的不同道路的一个思路。
以个体的生命体验，去测度不同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生存状态，厘清中西文明走
向分野的内在因素，解释历史上与“法”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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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亚东，男，山西代县人，1953年1月生于四川成都。
1969年3月回原籍（代县新高村）插队当农民，1972年3月进入代县电机厂做工人，1976年12月调至四川
南充地区农机厂，1978年10月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1982年7月毕业分配至四川南充地区中级法
院任刑事法官，1986年5月调往四川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1998年7月转至四川大学法学院任教
，2002年7月再转至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任教。
现为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数年来发表刑法学、法理学及文化研究文章若干，著有《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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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95年我国考古学者对距今5000多年的姜家梁墓地（在今河北阳原县境内）进行发掘，当时
凭先见认为墓地的主人们属于一个母系氏族群体。
但后来经对10具头骨作线粒体DNA鉴定，其中9具均不属同一母系（虽然现阶段在技术上对父系不能
作出鉴定，但同一族群的墓地若非母系便可推定只能为父系）。
而更奇特的是：姜家梁墓地又建在6800年前的先人房屋的宅基地上（在该墓地共发现7处房屋遗址，每
处约30平方米）——表明至少在6800年前该地区就已经形成定居的村落。
村落便意味着农耕，而农耕则又意味着土地的私有与两性关系的私有，这正是父系或处于向父系转型
之中的特征。
而在同一地区文化层厚达7米的于家沟遗址，还找到了年代超过万年的属于平底器皿的夹砂黄褐陶片
（也应该同农耕、定居及“煮饭”有直接联系）。
 定居型之两性家庭的出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父系的血缘脉络得以凸显，“
父亲”的社会身份及显要地位在群体中得以确立。
而过去在群交状态下所有成员都只能识其母不能识其父，即在身份关系上只有母系而无父系。
由于父亲们在家庭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对妻子及子女在生理、心理及综合能力上具有强大优势，男权
（夫权）、父权乃至君权社会的建立便十分自然。
 今日所公认之中华民族三大人文始祖炎帝、黄帝和蚩尤，皆为男性，其各自的势力范围主要分布于以
中原为中心的南、北、东不同区域——这绝非偶然而应系历史长过程之必然选择。
现今考古学有较多证据表明：今天冀北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流域，曾经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华夏先民的
一处主要活动地。
南边的仰韶文化、北边的红山文化和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在此交汇（换一角度似可认为，是不同的生存
利益及地盘的冲突与碰撞）。
炎帝、黄帝和蚩尤在该地区涿鹿一带，曾展开过争夺势力范围的两次战争，最终黄帝胜出。
“中国”最早的历史被认为由此开始——“万世皆系于黄帝”。
 传说中“蚩尤有兄弟81人”。
该传说便隐含着几方面信息：（1）一个人是不大可能有81个兄弟的，但从能够与蚩尤称兄道弟来看，
应该是一批有身份地位的“村长”或“族长”，表明此时有众多相对独立的村落或部落存在；（2）
蚩尤应为村落联盟的首领，即东夷九黎族各个部落共同拥戴的“大哥”——而并非像炎黄一样被后人
称“帝”；（3）系兄与弟的较平等关系而非君与臣的等级关系，据此可推测此时此族的政治管理方
式，较后期的集权政制大有不同（与炎黄族群的政制亦会有较大差异）；（4）是“兄弟”81人而不包
括“姐妹”——虽有姐妹们但显然被忽略不计，表明已形成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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