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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
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中华饮食老字号》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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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
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中华饮食老字号》是其中的分册《中华饮食老字号》，其内容主要涉及特色饭庄、面食、糕点、肉
、酱菜、调味品、酒、茶、糖及果品九大类，并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老字号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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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前岩画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早期审美意识、原始思维与原始宗教的综合反映。
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最终决定了当时的艺术作品和相关的美
学思想，这对于史前岩画艺术和人类的早期审美活动来说，也不例外。
（一）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原始岩画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
众所周知，原始文化产生的源泉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生活，在原始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是原始社会的
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
原始社会的生产力状况与原始艺术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所从事的社会生产也十分有限，在从事艺术创作活动的过程中无论是
题材还是形式，都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才产生
了这一时期特定的艺术内容和特殊的艺术风格。
原始社会极其低下的生产力（以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工具为主）、生产关系（原始公有制），极其艰
苦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和原始的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史前初民绘画工具的简陋
低下。
画笔为尖石器或木炭，颜料为天然的赤铁矿石粉或氧化锰矿石粉与动物油脂、动物血的混合物，并用
动物的空心骨制成喷涂颜料用的吹管（相当于现代的喷笔、喷枪）。
生产力的低下也同样决定了绘画载体的简单实用，没有纸和画布，就只好表现在洞穴岩壁与露天岩壁
这类天然的载体上。
由于受艺术技法的限制，原始岩画表现手法趋向简单朴素，多凭记忆作画，不使用透视法，故描绘的
动物、人物多为剪影式的侧面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然原生态的整体风格，并出现了很多生动质朴
的优秀作品。
例如我国云南沧源岩画，是用木炭、尖锐的石器，配以红、黑、褐等天然矿物质颜料，刻绘在岩洞内
壁或露天岩壁上的。
（二）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原始岩画发生的总根源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
从宏观上去审视，原始初民生命活动最重要的两方面就是求生存与求繁衍。
当初民同自然斗争时，往往希望用自己特有的想象能力去征服自然，以获得生存的勇气和力量，此时
初民的生存欲望以及生产、生活活动就可能成为某些艺术门类产生的直接动因；当原始初民惊异地发
现自身具有创造生命的伟大能量时，那种祈求生命繁衍的强烈欲望就成为原始雕刻以及绘画、舞蹈等
艺术门类发生的深刻动因；当初民在艰险的困境中无以自拔、无法生存、无法繁衍时，那种祈求神秘
的自然力量为之祛灾除难、繁衍生命的愿望，就成为巫术歌舞仪式以及图腾崇拜仪式中艺术因素发生
的基本动因。
总而言之，在促使原始艺术发生的众多因素中，人类的生命活动无疑是最根本的。
生命虽然首先是“种”的生存与繁衍，但是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生命活动又绝不仅仅是以自然
本能的需要为旨归，它更是“类”的生命活动，即社会性的生命活动。
岩画作为初民原始生命意识的显现形式，其创作本身已蕴含了社会主体意识的因子，生殖现象不仅关
系到个人的生存，更关系到社会群体的存在和延续。
因此，岩画实际上就是初民集体情感活动的表象。
（三）初民审美意识的萌生初民审美意识的萌生对原始岩画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一书中曾说过：“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
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
”低下的生产力和原始的生产活动、社会实践，以及原始人类所具有的原始思维的感性直解性，使处
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初民对世界充满了种种虚幻、神秘的猜测以及对大自然的崇仰心理，这种虔诚的崇
仰心理状态，混杂着初民早期萌芽状态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
这种萌芽状态下的早期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源于人类在漫长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对石、骨制器物外形
的千万次推敲和狩猎生活中对动物的视觉印记。
在对石器、骨器的长达几十、几百万年的外形加工中，器物外形的尖、薄、光滑以及三角形、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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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锥形等式样，不仅为初民所熟悉，并比较稳定地储存、积蓄在头脑中，通过一代一代人的积淀
，更加丰富地继承下来，形成了最初的形式观念。
起初审美的形式观念是和实用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史前岩画也伴随着或多或少的功利性，只有当出
现某种完全失去实用性意义的器物，艺术的审美才可能独立突显出来，因此原始工具的外形培养了初
民的形式观念，对以后包括原始岩画在内的造型艺术产生了形式观念上的影响。
此外在惊险、紧张、刺激的狩猎活动中，无数次地面对奔跑着的动物生动优美的形象，给了原始艺术
家们强烈的印象与记忆。
当人们为了某种巫术目的去模仿动物形象时，由于是凭记忆作画，无形中对描绘对象非本质特征部分
采取了扬弃，突出夸张了它们的本质特点，因此培养、锻炼了原始初民的形象概括能力。
但这种早期的审美观念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审美观念那么纯粹、完善，而是紧密地和当时有限的科学认
识、原始宗教观念以及功利目的交织在一起，甚至带有一种接近天真的童心和浪漫主义的诗情。
简练而强烈的线条，主观概括和略带夸张的稚拙造型，古朴、大胆的色彩共同构成了史前岩画的神秘
美感，在神秘的审美氛围中蕴含着原始的生命冲力。
可以说，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审美意识曾经深深影响过史前岩画的形式美与造型。
（四）原始的思维方式原始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原始岩画的表现形式。
无论是原始艺术的产生，还是原始宗教的出现，都取决于原始初民的思维方式。
当代西方的理论家们都极为重视对原始思维方式的研究，他们一般都会把原始思维视为诗性思维。
维柯即说：“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
的那种理性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
”原始思维出现于前语言、前逻辑的文化环境中，思维过程没有概念系统和逻辑体系的束缚，它完全
建立在原始人类旺盛的生命感受力和幻想力的基础上，通过某种直观表象去领悟或暗示其他的意义，
故称之为诗性思维或原始象征思维。
万物有灵观念使原始人类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们在岩画创制过程中特别注重对这种神秘
联系力量的表达，由此使原始岩画更接近人类的现实生活和生命本质。
正是这样的原始象征思维，使原始岩画充满诗性，因此，现代艺术家对原始象征思维多有向往之情。
处在人类童年时期的史前初民，对象在他们心灵中激起的印象就是它的形象、规定性状，认知主体往
往无视事物间的差别与距离，使不同事物相互比附、相互作用、生命互渗而得到心神感应。
在互渗的思维中，肖像包含着原型所具有的属性和生命，譬如原始初民制作岩画时刻画出的牛的形象
，他们认为它是有灵魂的，正如费尔巴哈描述的那样：“他把一个自然对象在他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
觉，直接看成了对象本身的性态。
”这就造成了他们观念中的心物互渗、主客互渗，以至于当他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并感到敬畏
时，会产生崇仰心理，从而产生了诸如拜物教、图腾崇拜、巫术等原始宗教。
（五）原始的宗教观念原始宗教观念是原始岩画产生的直接动力。
在人类的童年期，原始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其动因俱出自原始的宗教。
作为宗教的哲学基础乃是万物有灵思想，这种意识本是原始思维对时时压迫着原始初民的自然力的曲
折反映。
原始宗教是一个内涵非常庞杂而含糊的概念，它包含了巫术、图腾崇拜、拜物教、自然力化身观念和
万物有灵观念等内容，以上这些都可以从史前岩画中看到它们的影响。
面对当时无法抗拒的各种自然灾害、疾病与死亡，原始初民尚无认知推理能力，他们凭借敏锐的感觉
和生动的想象力，把自然人格化，建构出神灵的世界。
实际上，神灵的创造就是一种象征思维，象征着原始人类面对的肆虐的自然力；象征着他们对灾难的
畏惧；象征着他们对生存的期望。
于是，他们又象征性地去沟通人和神的世界，创造了巫术。
弗雷译在《金枝》一书中曾把巫术与图腾看做一种渐进的过程，认为原始宗教乃由巫术到图腾发展，
最后才有宗教的诞生。
在人类文化的低级阶段，巫术在初民精神中占有重要地位，生存之事无论巨细，或占卜、或圆梦、或
祈神、或送鬼、或求雨、或慰安亡灵⋯⋯都要求助于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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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最早的造型艺术之一的岩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巫术仪式的产物。
在原始初民的意识里，生产活动及生活中的一切都必须遵从神的意志，例如在整个狩猎活动中贯穿巫
术仪式，甚至认为巫术重于实际的猎取，想通过巫术来获得神赋予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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