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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持的研究课题《世界文明通论》，经过二十余位学者的协
力合作，历时五载，付出了辛勤劳动，其成果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是继该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世界文明大系》和《世界文明图库》之后又一关于世界文明的多卷本
专著。
如果说《大系》和《图库》的目的是对世界上一些主要文明做分别的研究、介绍和论述，那么《通论
》则试图从总体上对有关世界文明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并将中华文明纳入全球文明的视野
，以三卷的篇幅做进一步的较全面的论述。
在我国，关于世界文明的综合性的理论研究还刚起步不久，我们组织这一课题研究希望能引起学术界
对世界文明的理论问题更多的关注。
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文明问题的研究兴趣日益高涨，在某些国家甚至有成为显学的趋势，这是与
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的。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科技进步带来了便捷的交通运输和通讯，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
和普及，大大地缩短了人类的地理和心理距离，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
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性增强，整个世界越来越像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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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归纳了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制度
文明和生态文明等等。
从空间角度分析探讨其结构、功能和象征意义；从时间角度整合梳理其产生、发展、融合和变迁过程
。
以文明史为切入点。
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明，填补学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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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有关史料来看，基诺族的农村公社是从父系氏族公社演化而来的。
基诺族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形式，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村社公共所有，它是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每个村社的土地都有严格的边界，界内的土地属村社所有，可耕地一般是各氏族或各大家族世代占有
固定的地段，然后一年一轮，再分配给个体家庭使用。
部分村寨是村社一年一轮将土地分给个体家庭使用。
但无论哪种形式，全部土地的所有权最终属于村社，一切个体家庭或家族离开村社时均须将土地交还
村社。
二是氏族或大家族占有，土地由氏族或家族分配给所属个体家庭使用的土地。
类似情况在多数村社有存在，但这种表面上属于家族公有的土地只是一种占有权，而所属个体家庭只
有一年或几年一度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仍属村社。
三是个体家庭的土地私人占有，此类土地所占比例不大。
绝大部分村社中，个体家庭占有的土地主要是宅基地、园圃地、茶地等。
大部分耕地都属于村社公有、家族占有的土地。
少数村寨由于人多地少，近百年来把土地划归个体家庭长期占有，但所有权仍属村社，如巴亚寨和巴
来寨等。
村社的经济主要是刀耕火种。
一般是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少数平缓的土地或种几年，极少数土质肥、水源好的土地可以连年耕种。
以巴亚寨为例，山林按惯例分为十三大片，每年砍伐其中的一片，一般耕种一年即丢荒，十三年后又
长出茂密的森林，然而再砍伐耕种。
通常头年底或春节后便开始砍树刀耕，二三月被砍的树木晒干后开始焚烧，留下灰烬布满地面，有的
竞达一二寸厚，这便是天然肥料，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
不同家族间或家族内的换工互助比较流行。
基诺族的村社一般都是独立的村寨，村社间有着明显的地域界线，往往有宽阔的森林、河谷、山箐为
界，并有挂满刀枪的竹木制界桩为标志。
巡视修理村社道路和界标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村社多是内部通婚，所以每个村庄一般都有几个可以互相通婚的家族或氏族。
村社又有共同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生活，俨然一个完整自然的小天地。
不同村社间往往有不同的习惯、宗教信仰，甚至服饰上也各有特色。
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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