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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期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大量论述的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斗争情况，致使对远东问题感兴趣者以为
中国除了政治运动、工业革命之外，没有其他内容。
这些方面当然都有实实在在的进步，不过，不幸的是，中国国民生活中一些基本方面所发生的稳步而
悄无声息的进步却被忽略了。
无论如何，这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方面，其影响却比那些报纸的头条和杂志上的专稿更为深远。
　　正是为了填补中国研究文献中的这一空缺，本会出版此书，编辑者是能干的陈衡哲女士。
陈女士的兴趣主要在于教育和文化领域，从此视角出发，她对目前中国经历的巨大变化进行了描述。
本集中的大多数论文都是描述当代中国现状的，不过，各文都没有忽略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背景。
虽然大量的篇幅被用来描述最新进展，但是，最终的动机与其说是描述这种现象，倒不如说是揭示造
成目前中国生活各个方面变化的精神。
这正是本论文集的内在价值。
　　陈女士在与来自不同领域的公认的权威们的合作下，非常成功地展现出了目前的中国，使读者熟
悉无可辩驳的事实与实际的成就。
因此之故，她非常值得感谢，本会感谢她承担起策划本书的重任，祝贺她成功地从那些不轻易答应写
稿的人那里拿到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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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微不足道的文化研究论文集，源自太平洋关系协会l929年在京都召开的一次圆桌讨论会。
会期共11天，却有3天用来讨论文化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时间安排。
但令人遗憾的是，可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资料极少，涉及中国文化时尤其如此。
中国代表团的同事深感欲使l931年的讨论会更有效，必须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工作，结果大家议定准备
召开一次中国文化研讨会，而编辑这一非常有趣的论文集的任务就偶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无论是本编者还是本书各文的作者的目的，都不是提供一部中国文化史。
对于这样一本小书来说，那样的目标实在太高，难以企及。
本书的目的只是向读者提供一幅中国当代文化的素描画，重点突出其变动的方面。
不过，在有些论文中，为了更好地理解所涉及的问题，提供简要的历史背景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有
些作者愿意把历史方面作为他们所探讨的问题的核心。
    尽管本论文集中心目的突出，但是，编者若要求各位尊敬的作者——其个人或集体意见对中国思想
界具有重要影响——意见一致或风格统一，显然是不礼貌，也不明智的。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各文间的译名也没有统一。
此点在赵元任博士论音乐一文中尤其明显，使用了一套独特的译名，当然不是随意使用，而是有其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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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衡哲（1890～l976）  笔名莎菲（SophiaH．Z．Chen），1914年考取清华留美学额后赴美，先后在美
国瓦沙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史、西洋文学，分获学士、硕上学位。
192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西洋史。
之后又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东南大学、四川大学。
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
著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 《衡哲散文集》、《文艺复兴电》、《西洋史》及《一个中国女人的自
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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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　　儒家对传说不加批判地接受，狂热地相信封建主义和半公有制的
土地所有制所代表的黄金时代，其中国历史观之不真实，就像婆罗门所持的印度历史观未被科学的考
古学推翻以前一样。
上世纪（19世纪）中期，西方外交官及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发现儒家的中国历史难以接受，原
因在于，这些人士来到东方之时，欧洲的对外扩张已经强劲地开始，他们醉心于其家乡欧洲工业革命
的果实，他们从中国人自己所阐释的退化的中国观念中为自己的工作找到了合法性，找到了他们的“
进步”文明令人意满志得的证明。
这样，在西方就出现了一个影响广泛的传统，认为中国文明远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达到巅峰，从此以后
便不断退化，至少是停滞不前。
此外，中国人对商人和传教士的强烈抵抗又给西方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人极其保守，从来不接
受外来文化影响。
毫无疑问，现代汉学家们更世故一些，因为历史学在其本土已经有了不同的标准，但是旧的标准很难
消亡，直至今日，在许多西方人士看来，中国文明不过是另外一个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只是因为某
种不明的原因，中国文明特别垂而不死而已。
甚至连博学的格兰内教授也把其论古代中国的书命名为《中国文明史》，无意识地暗示他的大作所涉
及的范围，即公元前87年前，就是中国文明史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历史真相远非如此。
现代考古学业已证明，中国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有一新石器晚期的存在。
在河南北部安阳的考古发掘已证明，殷朝或商朝的文化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同于同期的文化。
对经典的考据及对于现在可以看到的古文，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的比较研究，已经开始使我们能够确定
儒家传统的真实性，并建立起一个有关这些传统的起源的编年对照二一切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古典
中国文明成长缓慢，但却一直持续不断，在以后的朝代里，尽管有内战及外敌入侵，它却始终没有停
止：我们把同样的批评方法用之于研究历史资料，就很容易探明从中古到近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发展
过来的，探明每个时期的政治社会组织及心理状况和物质成就特点如何=我们更不应认为中国比同一
时期的其他文明更保守，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的4000年中，只要与外来文化有足够的接触，而所接
触的文化又有某种值得学习的东西，中国文明就会不断受到影响：只不过如此吸收而来的文化汉化如
此彻底，一般粗浅的研究常常不易弄清其真正的来源=有鉴于此，本文对近期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总
结，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中国文明起源相对较晚　　首先，中国文明的起源远比想象的要
晚我们现在业已知道，大多数传说中的皇帝最早都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作品中：因此，我们只
需对三代做一研究即可。
不过，《书经》中有关夏朝的两章中的“可靠”部分现在被普遍认为是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作品②，
就连《书经》和《诗经》中有关商朝的章节也被最优秀的中国学者认为是宋国即公元前770年以后的东
西。
④不过，河南北部安阳所发现的甲骨文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商朝的可靠资料，已有的证据显示，《史
记》中所列商朝诸王大体是正确的。
①由于该书还提供了一份类似的有关夏朝诸王的名单，因此，很可能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神话传说，而
是另有意义。
事实上，我们不必怀疑夏朝是否存在，原因在于，秦帝国形成以前“夏”这个字眼常用来泛指中国人
，就像“汉”在以后的朝代中被广泛用于指称中国人一样。
除此之外，我们对于这一朝代一无所知。
　　下述这样一个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即：在近一千二百年以来所发现的数千件古青铜器之中，没有
一件可以确定是夏朝的。
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在中国似乎找不到更古老的先祖。
同样有证据表明，战车用于作战也始于商朝。
②甲骨文的古朴以及安阳文化遗存中幸存下来的多色陶器③与安得逊在河南、甘肃、沈阳等地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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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仰韶青铜器一石器文化极为相似④。
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商，而商之前的朝代仍处于青铜器一石器时代，即仰韶时
代。
如果这些结论与事实相距不远的话，那么，中国的青铜时代的开端不会早于公元前1700年，这一时间
大约比闪族或埃及晚2000年。
　　《禹贡》、《管子》、《孟子》、《左传》中都提到了铁。
但是，由于上述前两书的时代没有确定，因此，我们只能从后两书中寻找证据。
《左传》中提到，公元前513年，秦国的两名官员征取了480斤铁，用以铸鼎，以在其上刻写刑律。
就铁而言，480斤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数量，而不仅提到使用的材料还要提到征收的具体数量，这一事实
表明，当时铁还是非常稀有的。
孟子提到铁器被用于耕种。
也许铁制武器也在同一时间流行开来，但青铜器一直延续到汉代：据此，我们可以把铁器引入中国的
时代确定为公元前6世纪，这一时间比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铁器时代的开端要迟数百年，比印度铁器
时代的开端可能晚了上千年。
　　中国文明逐渐但却持续地发展　　很清楚，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实际上中国文明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如此。
三代的皇帝都是即祭即政，同时担任着垄断一切政治职务的统治部落的酋长。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封建诸侯国被逐渐转化为军事国家，政治权力转移到那些与诸侯王不属同一宗
族的贵族手中。
到此时为止，王权已经变得远没有以往那么神圣，公元前221年，当第一个帝国秦朝建立时，皇帝仍兼
有祭司之职，不过，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根本改变，原有的封建贵族随着战国一起消亡了。
汉朝皇室的平民出身使之更加强调其世俗性，但终汉一代，宗教与政治继续密切联系在一起。
公元3世纪至5世纪末北方蛮族的占领以及佛教日益扩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助长了皇位的世俗化，结果，
从唐朝开始，尽管皇帝仍然是“天子”，但其性质已经与原来意义上的“天子”有天壤之别。
　　土地占有、政府官员的选拔、军队的组织等，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
公元前359年前，秦国把僵化的半公有制的土地耕种制度改为土地个人私有。
在此之前，农民是其封建君主的农奴。
随着第一个帝国的建成，尽管不断有人尝试“均田”，土地私有制度继续维持，但农民仍然要服劳役
和兵役，而土地仍然是国家的财产，至少从名义上说是如此。
土地私有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唐朝初期。
公元623[624]①年，颁布新税制，免除每年20天的徭役，改征丝。
公元722年建立募兵制，民众不再服兵役，劳役也差不多解除。
②土地耕种者由农奴逐渐转化为公民，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
正是因为这一转变，中国文明才没有建立在奴隶制之上，奴隶只限于家内服务，而且到19世纪时已逐
渐消失。
　　政府官员的选拔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演化过程。
公元前7世纪之前，官位是世袭的，由国王或封建诸侯王的同族成员垄断。
后来，一些诸侯国的君主开始从家庭之外选拔人才担任其顾问，不过，此时选拔的对象仍限于贵族。
即使到了战国时期，国家任人唯才，但成功者总是那些贵族们的年轻后裔，因为教育当时是统治阶层
的特权。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时，阶级差别已不甚明显，但是，中央集权程度如此之高，所有官员的任命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及其大臣，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贵族后裔。
汉朝起自布衣，故向所有阶层开放官职。
公元前136年，颁布了选拔官员的举荐考试制度。
但是，除了招考博士生员之外，很少举行考试，终汉一代，官员的任命通常不取决于任何正式的考试
，而是由上级官员举荐，这些上级官员同时也被授权为自己选拔助手与职员，被举荐的对象常常就出
在这些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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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后的朝代中，官员选拔制度更加向金钱资助和舞弊行为敞开了大门，中央向各地区派遣永久
性的钦差大员，完全按照自己的看法把各地官员划分为九品。
据说，他们总是把名门望族的后裔排在上品，把平民的子孙排在末品。
直到唐朝时，考试制度才成为选拔官员必不可少的一关，并向所有阶层开放，毫无偏向。
但即使此时，尽管高级官职保留给那些通过了国家统一考试的人，未经考试者也可以通过下述方式进
入官员队伍，即先做小吏，逐渐提升。
　　9世纪以后，半独立的军事首长在各自所辖区域垄断着政治权力，自然要任命民政官员：在任何
情况下，考试制度不适用于军事官员的任命。
宋朝实行考试制度，不过，录取名额大大增加，考试程序也更加严格，所有公务员都要经过考试选拔
。
明朝时，军官的选拔也实行类似的考试。
这样，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经过了差不多1200年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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