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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传承。
虽然有些群落处在社会最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他们仍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延
几千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的文化补充。
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低处纳百川”，其中的文化令人玩味反思。
　　目前在我国图书市场还没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群落”文化丛书，因而，根据其特点我们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概念，即社会群落文化。
旨在从文化的视角全新解读古代社会群落文化内涵，并力图填补我国非主流文化的空白。
　　中国人群的划分，最早是从商周开始的，士农工商的定位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这是社会人群的主
流。
但在此之外，还有许多以其他职业为生的群体，他们也许人数不多，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其中有些群落，如侠客，以除暴安良为己任，是社会的稳定因素；而像流氓土匪这种群落则增加了社
会的混乱和动荡。
伶楼艺人在旧时代大多饱含辛酸，身世之悲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在今天，他们却成为社会文化的代
言人，成为人们追捧的艺术家。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了解过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必要的。
社会人物虽然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了解过去，也是为了知道今天，预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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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文明古国创造的人类伟大文明，唯独华夏文明独存，其他的文明都衰落、消失了。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
但华夏文明中由于有群落生态的光辉，得以使这一文明延续下来，确是毋庸否认的。
《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看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道德力量。
是华夏文明的奇葩。
研究中国文明史如果忽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是极其不应该的。
现在。
西方人都承认了我们古代的群落生态，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忽视，不站出来进行全面研究。
以弥补这一疏忽呢？
    本丛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群落生态作为具象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寻找其与现代生态伦理文明的转化机
制，对其当代价值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考察。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
既多方面揭示，又重点突出；既纵向考察，又横向比较。
将研究对象始终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大背景之中，以便古为今用，促进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和生
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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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博弈的类型及其源流　　几千年来，中国的博弈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经历了多种多样
的演变过程，归纳起来，可以大略分为三大系统。
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为“博戏类”、“斗物类”和“彩票类”。
　　“博戏类”是中国博弈文化之中流行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系统。
博戏的渊源最深、种类最多、演变也最为繁复，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博弈文化重游戏、重技巧的特点，
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博弈术的主流。
　　数千年来，见于记载的中国博戏名目在百种以上，其中比较常见的有30余种。
究其源流、别其种类，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子系统，它们是“博棋类”、“骰子类”、“牌戏类”和
“钱戏类”。
　　“博棋类”包括中国博戏的老祖宗“六博”和它的变种，以及其他与之相类的博戏。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类似今日的棋赛，一般都由局（棋盘）、棋子和投子（箸、琼、骰）几种主要道具
组成，掷投子行棋以决胜负输赢，既斗巧，复斗智，但前者的因素明显大于后者。
在这个类型之中，具有代表性且广泛流行于某些时代的有六博、格五、樗蒲、双陆和打马等几种。
　　“骰子类”稍晚于“博棋类”，是由博棋的道具之一投子演变发展而成。
古人博戏时，靠掷投子以决胜负，于是成为新的博戏类型。
多枚正六面体骰子可以形成多种排列组合，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骰子博戏的类型，比较常见的有彩战、
赶老羊、摇摊、压宝和升官图等。
骰子还是骨牌、麻将牌等博戏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
　　“牌戏类”可分为纸牌和骨牌两种。
纸牌最早产生于唐代，称为叶子戏，到明代以来演变为马吊牌、混江牌、默和牌等多种牌戏。
骨牌直接由骰子演变而成，常见的博戏种类有宣和牌和牌九两种。
纸牌的内容和骨牌的外形相结合，形成了近代以来最为盛行的麻将牌，其影响至今仍在扩大。
　　“钱戏”是以中国铜钱为道具的博戏，它产生于汉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博
戏之一。
其种类有猜铜钱个数的掩钱、番摊和猜正面排列组合的关扑。
　　斗动物是一种竞争性很强的游艺活动，很容易演变为赌博。
在中国，最迟自春秋起，人们就开始了以斗动物为手段的赌博。
两千多年来，用于赌博的斗动物游戏名目繁多，如斗鸡、走狗、赛马、斗鹅、斗鹌鹑、斗蟋蟀、斗鱼
等，给中国博弈文化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其中最具代表性、最为流行的莫过于斗鸡和斗蟋蟀。
　　所谓“彩票类”博弈，是指那些参照西方的彩票规则，为了取得巨额利润而由专门的机构主持、
面向社会各阶层进行的大规模商业性博弈投机的活动。
　　最早具有彩票性质的博弈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产生于浙西的“花会”。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和文化的侵入，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各通商口岸逐渐出现了各种商业性
的彩票类赌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闱姓、白鸽票、山票、铺票、吕宋票和西洋赛马几种。
彩票把赌博活动普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其危害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各种类型的赌博。
　　围棋、象棋和射箭，是智力和体力的公平较量、竞争，它们虽然不具备赌博的随机性，但在古代
仍然常常用于赌博。
不过，作为一种高尚的体育活动，尽管它们也曾被赌博污染，但我们并不能将其列为赌博类型，正如
今天的足球、拳击、田径等重要体育项目尽管也常常被赌博集团利用，但却从未有人将它们看成赌博
一样。
　　六博之说　　六博，又称博或陆博，是我国现在所知最早流行于世并且具有完整规则和道具的博
戏。
六博又是后来各种赌博方式的泛称。
在许多博弈方式上，都可以或明或晦地看到六博的影响，可以说它是中国的“博弈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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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博产生的确切时间现在已经无法考知了，但从现存有关记载来看，大约在殷商后期或西周时代
，最初的六博形制已经初具规模了。
　　有趣的是，文献所记载最早的博徒，恰恰是两位君主，他们是商代的帝武乙和西周的穆王满。
　　《史记·殷本纪》载：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
与之博，令人为行。
天神有胜，乃谬辱之。
　　《穆天子传》载：　　（穆王）北入邴，与井公博，三日而决。
　　上述记载虽然不一定可靠，但这样的传说起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西汉或战国时期的人都
认为六博的产生是十分久远的事，远远早于春秋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六博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许多先秦文献如《论语》、《左传》、《庄子》、《战
国策》，以及《楚辞》和《史记》等书，都有不少关于六博的记载，涉及的人包括诸侯、贵族、大夫
、士和平民等各个阶层。
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商业城市的兴起，六博在这些地方更是盛行不衰。
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在齐宣王面前谈到齐都临淄的繁荣时曾这样说道：　　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
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战国策》）。
　　由此可见，在富庶的商业都会之中，六博已经成为最受市民欢迎的游戏和博弈方式之一。
　　秦汉时期，六博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喜欢六博的人遍及宫闱、王府、富家和井市的穷街陋巷。
秦代的嫪毐，西汉的景帝刘启、宣帝刘询和东汉桓帝刘志以及不少贵族、大臣如刘勃、黄遂、梁冀等
都是见诸记载的博徒。
有的人因玩六博而拜官食禄，杜陵人陈遂是汉宣帝当平民时的好友，常常陪这位落难的皇曾孙玩六博
，不知是博戏不佳还是其他原因，他输了不少钱给刘询。
后来刘询当上了皇帝，立即用陈遂为官，在任命他为太原太守的诏书中公然说道：“太原太守官尊禄
厚，可以补偿你当年输的赌账。
”（《汉书·陈遵传》）然而，同样是陪未来的皇帝六博，有的人却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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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产生了独特的文化传统。
博弈在这悠久的历史中，与社会风俗、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迷信、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扮演着奇怪而又实在的角色。
这种角色与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就形成了像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婚嫁文化、丧
葬文化等相类似而又各异其趣的博弈文化。
不管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表现得显隐强弱也好，不管人们对之喜恶褒贬也好，它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
古人的生活中，存在于文人的诗词歌赋中，存在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存在于民间故事、成语典故中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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