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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宗族制度》所说的中国近代，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为止的中国100多年的时期。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统一自主的封建专制国家。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逐步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深重的民
族危机。
中国人民在近代不同历史阶段均开展了反对列强侵略、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斗争。
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
。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抗日战争，作为规模空前的全民族抗战，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中国社会的经济形势，过去几千年都处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实行商品输出，大量工业品潮水般涌
来，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年均洋纱进口量增长20倍。
洋纱价格指数，若以1873年为100，则1883年为43.96，1893年为34.44。
而国外对中国棉花需求的增加，导致华棉大量出口，棉花价格上场。
原来自植自织的农户，不得不从市场上购买生活所需的洋纱，更不要说其他居民洋纱消费的急剧增长
了。
这状况，使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而且遭受破坏的区域逐步从沿海向内地扩展。
与此同时，外国的煤油、火柴、铁器等工业品也大量输入中国，使中国原来的手工业迅速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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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近代宗族制度的渊源与社会环境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公社。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发展，宗族制度到清代已经呈现完备的形态，我们称之为传统宗族制度。
这种制度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以儒家伦理纲学为准则，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
专制集权制度的社会上壤，也是近代宗族制度的渊源。
第一节　“立嫡以长”、“立子以贵”的历代宗法原则考古发掘表明，早在10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已
经出一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原始人完全以血缘关系相结合并通过杂婚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个自然群体。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没有家庭，没有夫妻、父子关系，也不可能形成宗族与私有财产。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时期（从距今四五万年开始），在共同的劳动与生活中，逐渐出现了按性别
与年龄的组合分工，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向比较固定而持久的团体即母系氏族公社转变。
婚烟方面，也逐渐脱离从前的乱婚，而进入血缘群婚与族外婚状态。
例如中原的仰韶文化地区，其氏族一般都遵循母系氏族族外婚的传统，这种婚烟形态反过来也巩固了
氏族制度。
农业的发展，需要强壮的劳动力；而氏族出于对外争夺土地、财产和劳动力或者复仇战争的需要，也
更加倚重男子。
逐渐地，男子在本氏族中显得越来越不可缺少。
在出现剩余财产的前提下，男子开始把氏族共有的财富占为已有，并纳入外族女了共同生活。
从陕西临漳寨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等处可以看到，当时已经出现了对偶婚形态。
而本族女子则由于在氏族中的地位逐步让位于男性，自己不得不出嫁外族。
这样，氏族开始形成男性的核心地位，世系开始按照男性计算。
从5000多年前开始，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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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宗族制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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