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要览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发祥 

v一、中国人的起源

v东亚大陆是远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地之一。自1929

年中外学者在北京发现晚期猿人（直立人）头盖
骨化石以来，之后几十年多有古人类化石出土。
考古学依据人类所使用生产工具的变革，将人类
古代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
代，而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50

万年至距今约1万年）和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
年前至文明出现）前后两个阶段，人类在石器时
代的生活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在中国境内发
现的多批属于旧石器文化的人群。



v 1．直立人，亦即“正在形成中的人”,主要
有：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

v 2．智人，亦即“完全的人”，又可分为早期
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古人）主要有：
马坝人、大荔人 、山顶洞人 

v从元谋人、北京人到山顶洞人、资阳人，都
处在旧石器时代。 



v在距今1万2千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v在中国大陆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7000

处以上，已发掘的也在400处以上。其中比较
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仰韶文化 、河姆
渡文化、大汶口文化 



v二、原始物质文化

v与使用木石工具相同时，人类开始用火。 

v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也即距今七八千年前后，
中华先民的生活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直接攫取
（被动依赖）自然物的采集、渔猎经济开始向生
产性的农业、畜牧经济转化，先民获得较稳定、
丰富的生活资料。这就是所谓“攫取经济”向“
生产经济”的转变，人类的文化史也由之实现一
大飞跃。在中国，即神农氏教民稼穑。



v三、原始观念文化

v与世界其他文化中的初民一样，中国的原始
宗教也经历了由低级至高级、由自然神到人
格神的转化过程，它包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
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几大类。

v原始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以谋求
控制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这便是巫术。巫
术有祈求式、比拟式、接触式、诅咒式、录
符式、占卜式等。 



v四、原始制度文化

v到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农业、畜牧业产生，女性
曾经是主要农业劳动力，占据社会宰制地位。随
着社会生产力向纵深发展，尤其是犁耕出现，要
求身强力壮的男子从渔猎转向农业和专业手工业
（如制陶），逐渐取代妇女成为主要农业劳动力，
体力较弱且有生育之累的妇女则从事纺织、炊事
和养育子女等家务劳作。男子的社会地位历史性
地超过妇女，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父
系氏族制区别于母系氏族制的关键，在于世系按
父系计算，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和核心。男
子出嫁到女方的对偶婚演变为男娶女嫁，母系家
庭公社向父系家庭公社转化，进而形成以男子为
家长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v在父系氏族制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
提高，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一些氏族首领利
用公职之便，将某些集体财产据为私有。最
先出现的私有财产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
装饰品等动产，粮食和家畜逐步也成为个体
家庭的私有动产；以后，房屋乃至土地等不
动产也为个体家庭所私有。“货力为己”
（《礼记•礼运》）的私有制社会到来了。



v距今四五千年，中国大地分布着若干部落联盟，
传说中的尧、舜、禹，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
联盟的领袖。其时实行军事民主制，其基本内容：
一是首领公举，史称“禅让”。二是大事众议。 



v出土文献等资料的研究表明，从原始社会直至汉
民族形成之前，中华大地上生活着三个主要的部
落族团：一是华夏集团（又称河洛集团），主要
活动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以北部的黄帝和南
部的炎帝为首；二是东夷集团（又称海岱集团），
主要活动在黄河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以蚩尤为
首，另有少昊氏、高阳氏（颛顼）、有虞氏（舜）
等；三是苗蛮集团（又称江汉集团），主要活动
在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甚至更远的地区，以祝融
为首。



第二节  夏商西周文化 

v一、夏代文化

v第一，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农业生产
已有明显发展，大禹治水实际上是一次规模
巨大的国土整治工程，无疑对农业生产有很
大的推动。又相传禹曾用铜制作兵器，铸造
“九鼎”，可见夏代已出现青铜器。

v第二，夏代已出现了私有财产，那时的人们
已经“货力为己”，并且出现了罚人为奴以
及将战俘变为奴隶的现象，可见夏代已形成
了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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