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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
而转移到了另外的地区。
唯独中国这个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有5000年以上。
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之美，恰似长夜浩瀚的星空，令人向往迷醉。
它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若隐若现的圣贤思绪、气象万千的金戈铁马、婉转绵长的书道传承、潇洒风
流的诗情画意，甚至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峨冠博带、丝绸之路上的马嘶驼铃⋯⋯　　天高海阔，历史
变迁。
春秋战国的理性思辨、秦汉的雄伟建筑、魏晋的多元思想、盛唐的诗歌、宋元的词山曲海、明清承前
启后的综合承继⋯⋯这些曾经的辉煌都是泽被后世的不竭清泉。
　　本书所论及的中国文化，側重的是学术思想、道德教育、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建筑风格、民俗
风尚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时代风骨和文化特色。
本书展现了历史发展中最关键的观念和物质文明中最动人的细节。
　　独具特色的选材、深刻精到的见解、流畅清新的文字、精美而有代表性的图片，使得这部著作处
处闪现着灵动与厚重。
通过它，读者可以徜徉中华的历史长河，追寻先贤璀璨智慧。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所限，本书难免存在错误之处，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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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远离历史文化、头脑中失去这方面知识的人是贫穷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民族的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创造明天。

《中华文化简史一本通》，从头读到尾，一本书感悟中华璀璨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华文化简史一本通》由何国松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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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汶口文化：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头村和泰安大汶口一带，距今约6000年，分布于鲁西
南和苏北的黄河下游地区。
其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骨、角、牙器多而精致，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
　　屈家岭文化：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分布于江汉平原。
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彩陶纺轮、长颈圈足壶为主要特征。
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粳稻，饲养猪、狗家畜。
年代晚于仰韶文化，与早期龙山文化相当。
　　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000多年的一种文化。
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分布于黄河中下游。
其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镰和蚌镰。
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开始用轮制，出现卜骨。
该文化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发达，属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因遗址发掘出黑陶，又称“黑陶文化”。
　　此外还有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南舞阳贾湖、甘肃秦安大地湾、湖南澧县城头山、内蒙古赤峰兴隆
洼、陕西临潼姜寨、四川巫山大溪、河南陕县庙底沟、山东章丘城子崖、浙江余杭良渚、湖北天门石
家河、甘肃临洮马家窑、辽宁凌源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台湾台北圆山等，
都是著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广泛，基本遍及今天中国领土所有省份，考古学家将其概括为“满天星
斗”。
这表明，中华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广泛活动在东亚大陆及周边岛屿。
其生活样态、物质和精神成果，在享有共性的基础上又具有相当的差异性。
　　与使用木石工具相同时期，人类开始用火。
火的保存、使用及获取，使人类在暗夜和严冬获得光明与温暖。
人们不再“茹毛饮血”、“伤害腹胃”，而得以“熟食”，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生活质量
也明显改善。
从利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从生食到熟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中国人颂扬“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的燧人氏；希腊人赞美窃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对于
“用火”这一伟大进步的追怀纪念。
元谋人遗址已发现用火痕迹；而北京人洞穴内灰烬厚达6米，表明至少在50万年前，华人先祖已经熟练
地用火与贮火。
 旧石器时代早期(如北京人时期)，人类过着原始群居生活，即古籍记载的“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
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
旧石器时代中期(如马坝人、丁村人)和晚期(如柳江人、山顶洞人)，随着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男
女分工明显，逐步由血缘公社转变为母系氏族社会。
母系氏族是由一个女祖先繁衍下来的血缘集团，“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
，生产资料公有，集体生活、共同消费，血缘内婚向氏族外婚转变。
　　母系氏族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庖牺氏、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是这一时期中华先民文化创造的
神的人格化的代表。
　　东亚大陆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
考古资料和农史文献显示，古代先民在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的黄河、长江流域，选择和培育了包括谷
物、蔬菜、油料、纤维和果木在内的诸多农业品种。
如由野生山羊草培育出小麦，由野生狗尾草培育出粟子(小米)，由野生稻培育出水稻，其他如大豆、
茶、柑橘、梨、李、梅、荔枝、龙眼等作物都被公认为原产于中国。
距今4000至8000年的新石器文化的出土化合物中，保存了古文献中所见的各种五谷果蔬，如在河北武
安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中，就发掘出储有腐朽粟米的窖穴88个，储存量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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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和稍后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水旱作物，其生产水平已脱
离了农业产生的初期阶段，说明农业的起源还可上溯。
1988年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中，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作遗址，距今约九千年。
　　此外，家畜、家禽饲养业与农耕业相辅相成，并行发展。
狩猎的剩余使先民学会了将野生动物驯化成家养动物，以用于农业生产和食物补给，如从狼驯育出狗
，从野猪驯养出家猪，从原鸡驯育出家鸡。
在商代的青铜文化出现之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养牲畜已有猪、狗、鸡、黄牛、水牛、马、山羊、
绵羊、猫等近十种。
人类文明生活中饲养的几种基本家畜，即所谓六畜——猪、牛、羊、马、鸡、狗都已齐备，其中北方
以饲养猪、狗和鸡为主，南方以饲养猪、狗和水牛为主。
东亚大陆新石器时代家禽饲养业的结构与西亚(以绵羊和山羊为主)和南亚(以黄牛为主)有所不同。
　　与农业、畜牧业发明相伴，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石器已由粗放的打制阶段转为精细的磨
制阶段，从而进人新石器时代。
定居农业导致的谷类熟食生活，提出对耐烧炊具的要求。
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便应运而生。
陶器是人类使之改变分子化学结构的第一种制作物。
此外，麻类等农产品则推动了纺织的兴起。
在仰韶文化的山西西阴村遗址和河南青台村遗址，以及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中，分别出土了蚕茧、
绢片、丝带、丝线，说明养蚕和丝织业也已开始。
这样便出现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
　　伴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组织方式亦发生变化。
　　农业、畜牧业发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
女性曾经是主要农业劳动力，占据社会宰制地位。
随着社会生产力向纵深发展，尤其是犁耕的出现，要求身强力壮的男子从渔猎转向农业和专业手工业(
如制陶)，逐渐取代妇女成为主要农业劳动力。
体力较弱且有生育之累的妇女则从事纺织、炊事和养育子女等家务劳作。
男子的社会地位历史性地超过妇女，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
文化人类学的新近研究表明，初民社会不一定都经历了完整的母系氏族制。
有些初民社会一开始便由男性主导，但先有母系氏族制，后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则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
　　父系氏族制区别于母系氏族制的关键，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和核心。
男子出嫁到女方的对偶婚演变为男娶女嫁，母系家庭公社向父系家庭公社转化，进而形成以男子为家
长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在父系氏族制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始有了剩余产品。
一些氏族首领利用公职之便，将某些集体财产据为私有。
最先出现的私有财产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动产，粮食和家畜逐步也成为个体家庭的私有
动产。
以后，房屋乃至土地等不动产也为个体家庭所私有。
“货力为己”的私有制社会到来了。
　　与私有财产的出现相关联，随之发生阶级分化，家内奴隶制是最初形态。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氏族公共葬地，各墓间随葬品多寡悬殊，足见在同一氏族内，成员的贫富差异
明显。
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男子身边有妇女和儿童，说明男性家长已有为其殉葬的奴隶。
　　私有财产及奴隶的出现，导致掠夺战争频繁，为了自卫及掠夺的需要，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结成
部落联盟，这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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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中华文化简史一本通》论及的中国文化，侧重的是学术思想、道德教育、宗教信仰、文学
艺术、建筑风格、民俗风尚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时代风骨和文化
特色。
本书展现了历史发展中最关键的观念和物质文明中最动人的细节。
　　独具特色的选材、深刻精到的见解、流畅清新的文字、精美而有代表性的图片，使得这部著作处
处闪现着灵动与厚重。
通过它，读者可以徜徉中华的历史长河，追寻先贤璀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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