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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只有认同历史才能认同文化。
本书把历史学、民俗学、地质学、语言学、文献学等知识与田野考古发掘和近代最新科技考古成果相
结合，在众多吴文化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对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对吴文化的
根基，采用二重证据法，作了跨时空的考证与考辨；对吴文化的文脉在其内涵与表现特征上作了广泛
的比较科学的分析与提炼，颇有独到见解。
古韵今风，旁征博引，传统与现代互动，挖掘吴地历史资源、唤醒吴地记忆、接通吴地历史文脉，凸
现吴地文化完整体系的雏形，应答了当前在吴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诸多热点问题，并对吴文化与现代社
会、吴文化的当代价值、吴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等诸多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出吴文化的多元性
与开放性风采，为解读吴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文化创新、实践指导价
值。
    本书资料翔实，配有百余幅图表，叙史时间跨度极大，详略相间。
既富于跳跃性，又显得凝练而生动；既有事迹史识，又富于文学意味。
条分缕析，诗情画意。
此书将会改变我们对吴文化的许多传统观点与看法，拓展文化发展的空间，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
激发文化创造力；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研究吴文化资源，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吴地文化进
一步推向世界，增强文化的感染力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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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先吴“古国”　　“古国”二字，文献上多有记载。
近来，考古新发现使一些学者认识到；除了夏以外，在我国境内很可能存在过其他的早期国家。
而世界各地早期国家研究的进展也表明，只要条件成熟，不同因素都可以激发原始社会向国家演变。
而且，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早期国家不是独立形成的，它往往伴随着一个区域内多元原始政体的接
触、对峙、冲突和兼并的过程。
　　由于生态条件不同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地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也不相同。
中美洲和大洋洲的早期国家一直处于石器时代，近东的早期国家形成于铜石并用时代，巴尔干半岛的
国家形成于青铜时代，而欧洲大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早期国家形成于铁器时代。
而且，非洲、大洋洲、中美洲以及欧亚草原游牧地区的早期国家均未伴有文字和城市的形成。
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就能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比如，印加帝国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时，仍处于使用打制石器和玉米栽培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
①　　可见，国家起源是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它不可能直接从相对孤立的农业聚落基础上形成。
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证实，在国家形成之前，有一个准国家的过渡阶段或形式，这就是酋邦
（Chiefdom）。
苏秉琦先生提出了。
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变三部曲，并明确地将古国定义为“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
立的政治实体”，暗示古国是脱胎于部落的。
而部落是聚落群内的“都一邑聚”金字塔形层级结构。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日都，无者日邑”，而聚落群中又有大、中、
小之分。
　　当时的原始人，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起码物质资料，抵御自然灾害和猛兽的袭击，不得不结成群
体。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专门论述了这一点。
他说：“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
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
”②原始人在某一群体中，共同劳动（渔猎和采集），进行自卫（脱离群体的单个就会成为猛兽甚或
其他原始人群的牺牲品），群内杂婚（不分亲子、兄妹）。
他们无固定的居住地，以群体为单位（一般约50——100人为一群体，人数过少和过多都不适宜于当时
的生存条件），过着流动迁徙的生活，群与群之间彼此孤立隔绝。
由于当时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低，活动范围极其有限，群体的数量也极其有限，而且分散在广阔的
地域，因此碰撞的机会并不多，但一旦遭遇便经常会发生战争。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

编辑推荐

《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资料翔实，配有百余幅图表，叙史时间跨度极大，详略相间。
既富于跳跃性，又显得凝练而生动；既有事迹史识，又富于文学意味。
条分缕析，诗情画意。
此书将会改变我们对吴文化的许多传统观点与看法，拓展文化发展的空间，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
激发文化创造力；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研究吴文化资源，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吴地文化进
一步推向世界，增强文化的感染力和国际影响力。
《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以广义的吴文化为底色，采用二重证据法，深入系统地研究、考证吴文化的
基础和背景、根基与文脉，传统与现代互动，挖掘吴地历史资源、唤醒吴地记忆、接通吴地历史文脉
，提出了在吴文化研究领域中鲜有提及的一些独到见解，凸现出吴文化完整体系的雏形、根性与智性
，并对吴文化与现代社会、吴文化的当代价值、吴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等诸多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展现出吴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风采。
旨在坚持文化自觉、践行文化自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使自己从“本能的人”提升为“自觉的人”、“清醒的人”、“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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