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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问题，系统地介绍了国际考古学、历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方法沿革、
理论进展，详细介绍了从西方早期思潮，经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进化理论，到新进化论，
再到后现代思潮的发展历程，评述了自发论、水源论、战争论、贸易论等早期国家起源的主要理论，
并对社会复杂化问题、酋邦问题、五大文明古国考古学考察的最新进展等作了重点阐述。
尤其是本书结合中国良渚文化去向研究，对国际上早期文明崩溃问题研究进行了精彩评述，这对我们
认识当今世界的文明走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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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认识论的探讨就像探究人类起源一样，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应该早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
存在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是人类关注自身来历的自然延伸，于是不同的解释和认识途径成为不
同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群体，都会穷究自己所处社会制度和现状的来历和形成过程，并给
予合理的解释。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主要是在历史学领域里进行的，后来得到了现代考古学的有
力支持。
而国际学界从一开始就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更大关注，其研究方法对民族学和考古学产生
更大的依赖。
这一差异主要是中国有不间断的编年史和丰富的典籍，而世界上大部分文明和早期国家都缺乏连续的
编年史和可与中国比肩的文献资料，所以必须依赖历史学以外的方法来进行探索。
在讨论人文学科的认识论时，皮亚杰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等称为探求“规律
”的“正题法则学科”，将以重建和理解在时间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称为“
人文历史学科”。
前者关注不同时空中重复发生事件的规律及内在变量；后者不是从现象中抽象出建立规律的变量，而
是以补充的方式，达到每一过程的复杂性和原初性。
虽然历史学家能够借助规律而深入理解历史事件，但是他更注意的是个别事件的特征〔1〕。
因此，历史学虽然常被归人人文和社会科学范畴，但是就其认知途径和方法论而言，还是和其他学科
存在很大的不同。
而中国传统史学的认知方法和现代史学又有很大差距，把传统史学从现代历史学范例来加以审视，也
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认识途径一定程度受治学传统和材料性质的制约和影响之外，价值也是文化科学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
。
换言之，采取什么样的认识途径和方法也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
即便是相同的研究课题，并非任何现象和问题在研究者眼里都具有文化意义，只是那些依照某种价值
观点对研究者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研究者的对象〔2〕。
为此，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历史学导向，除了源远流长史学传统之外，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价值观念的巨大影响。
张光直指出，中国的传统史学有明显的道德价值取向。
因为历史记录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所以为后人指出了方向。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此传统史学并不仅仅是编史，更重
要的是为社会建立可供效仿的行为准则并提供道德说教的因果报应〔3〕。
他还指出，尽管近代西方史学传人中国之后，便首先以传统史学的这一特征为打击对象，但是它特别
注重对客观史实的记叙，和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这两大特点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占据领导或至少是优势的地位〔4〕。
正是传统史学的道德价值取向，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使得史学与儒学一起成为国学的两大支柱
，并被看作是文人学士跻身仕途的必由之路和统治能力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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