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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中国先秦时代缺乏偶像崇拜，而礼器崇拜却很发达？
为什么玉器艺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石刻艺术却兴起较晚？
为什么中国的山水艺术在世界独树一帜？
这些问题都须从民族文化，甚至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观察和分析。
    比较就是本书提出问题的起点。
而文化分析和文化比较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
艺术中的许多问题，单靠在艺术中打转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们需要跳出艺术的圈子，从人类文化的角
度来关照，才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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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延风，1944年生于陕西。
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法语专业，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研究法国和西方文化艺术。
1981—1983年在巴黎大学（索尔邦大学）进修文学艺术，近距离欣赏了大量的西方和中国艺术珍品，
结识了许多中西方艺术家，多次参与艺术研讨，遂萌发了超越民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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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古资料表明，在夏商时期，黄河中下游广大平原地区，植被丰富，森林茂盛，气候温暖而湿润
，土质疏松、肥沃、宜于耕种，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却不如黄河流域经济发达。
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在黄河一带，那里开发早一些。
　　“考古资料和综合研究表明，古代中国文明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与工商业发达、农业生产力较
弱的古希腊相去甚远，而与古埃及和巴比伦相类似，皆属进入铜石并用阶段的定居农业。
但是，古代中国的农业，却有着不同于古埃及和巴比伦的鲜明特点，即是一种主要不依赖大河灌溉的
雨水农业。
通常所谓黄河与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是泛指其流域有很多宜于农耕聚落生存的依山傍水的小环境，
中国先民并无直接引大河大江之水灌溉农田以确保收成的必要。
北方黄河流域广阔的黄土地带，具有天然的抗旱保水自肥能力。
南方长江流域，河湖纵横水源充足，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非遇特大水旱灾害，在使用磨制石铲、
石犁以解决耕土和排涝的基础上，十几人左右的直系和伸展家族，即可完成从耕种到收获的全部生产
过程。
而且，只要风调雨顺，便可在维持最低生活所需之外而有所节余。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和籍载所见商人的‘田’、周人的‘千耦其耘’，乃是集体抗灾的需要和有意识地
以大规模集体协作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从中剥削更多剩余劳动的产物，并非完成一个具体农业生
产过程所必要。
”　　因此，在世袭的土地上，仅二代同堂或者三代同堂的氏族家庭及其宗亲就可以完成从耕种到收
获的全过程。
宗族的首脑、宗族长具有最高的土地分配权、生产指挥权和财产管理权。
宗族世代的居住地成为村或乡，村邻乡党把数个宗族联系起来，把点状的家庭宗族扩展成面状的乡党
乡亲，覆盖着广大的农村空间。
虽然华夏在数千年的先秦时代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诸国纷争到
大国称霸种种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变中有不变：华夏农业社会的基础不变，而正是这不变的基础把氏
族社会的许多基因遗传下来，使中国社会多少保留着一些“返祖现象”。
　　雨水农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部生产过程的组织与管理，不需要太大的规模。
古代中国在三代及其以前，生产单位主要是大家族，春秋战国以后，主要是个体家庭。
生产规模虽因生产力的提高而多少有些变化，但是，生产资源：土地的开发和生产技术从耕种到收获
的传承，却始终离不开对父系家长的依赖。
　　以剩余劳动为前提的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在古代中国最初是在宗族内部，以宗族长为圆心，按各
家族与宗族长血缘的亲疏而逐层展开的。
换言之，在古代中国，一般来说，家庭、家族、宗族的血缘组织系统，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和权力逐层
集中的组织系统。
二者的同态同构，在文明即将来临的龙山晚期，便合成社会最高权力：王权的诸因素（族权、神权、
军权等）中，族权始终是统领其他一切因素的核心成分。
西周以后，宗法制虽然瓦解，然而，宗法人伦因其赖以形成的社会基础：由雨水农业所决定的自给自
足小农经济对“父父子子”伦常的需求，得以永生。
这就是为什么由孔子宗法人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儒学，在其亲历的春秋时代不受欢迎，反而在汉武帝
时期得以高扬的奥妙之一。
了解了上述情况，也就找到了人伦至上的社会观念在古代中国社会观念系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社
会原因。
（以上参见李瑞兰《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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