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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内容概要

作者提出中國古代三原色的概念，包括文化的多元特色、社會的農業經濟特色、與國家型態的特色，
這三者是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的異趣所在；另外評斷李約瑟巨著《中國科技文明史》裡的理念，概論
東西方科技發展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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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許倬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選任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執教於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1999年退休
，曾任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英文，1965）
、《漢代農業》(英文，1980）、《求古編》（聯經，1982）、《西周史》（聯經，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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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书籍目录

序
上篇　社會與國家
　第一講　古代文化發展的特色
　第二講　農業經濟
　第三講　國家型態
　第四講　思想方式
　第五講　轉型期的發展
下篇　科學舆工藝
　第六講　談李約瑟之〔中國科技文明史〕
　第七講　西元一五○○—一七○○年的科學革命
　第八講　中國科技發展的一些問題
　第九講　未來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識分子
附錄　論雅斯培樞軸時代的背景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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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精彩短评

1、花莲时光二手书店淘来。分析略笼统，举证不充分，读来信服度略低，但作为讲稿也无法条分缕
析巨细说明。对于农耕社会、亲缘关系等问题的建构能够接受，但对他人观点的几处反驳保留意见先
2、气势磅礴，醍醐灌顶。书后的索引可以用于读书指南了。
3、古代，文化，繁体字，无缝的衔接。需要细读，慢品，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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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章节试读

1、《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的笔记-国家形态

        秦代与汉代都是state与society斗争的时候，尤其在汉武帝时大力打击社会势力。。。。最后的结果
是国家得势，打散了社会势力。国家得势的结果是发展出了察举制度，以察举制度提升新的社会里的
才智之士参政，使国家（state）和社会（society）有了沟通，也建立了国家的社会基盘。本来汉代帝权
利用新的成分来打击旧的成分，过了一段时间，察举制度变成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使各地的俊杰之士
经过察举而进入政府，政府的政令也经由各地的俊杰之士达到各地，而文管系统也同时获得了儒家意
念，于是文官系统在由纯工具性蜕变成兼顾工具性和目的性的过程中，竟蜕变成为自成一体的合理制
度。这一个新的文官制度便不断传承下去。这个体系的运作本身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甄选的过程。选
把人才的过程，始终普及于全国各地，始终想用最公平合理的方式来找人才，也始终要使人才具备儒
家意念。这一个工具性和目的性的文官制度在中国继续了两千年。
这一文官制度发挥制衡的功用。另一方面又造成另一种形势：文官体系与王权的对抗。
所以说，中国的王权并不绝对专制。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这批
人不是贵族，也不能称为统治阶级，他们只是社会上层权利边缘的人群，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活跃的
一群人。该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用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对比形态来划分了几类国家。

2、《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的笔记-农业经济

        首先讨论精根细作所造成的社会力。这一社会力是亲缘的地着团体，在长久的帝国结构上，上述
团体的稳定性极强，自我调节的能力也很强。市场网虽会因为内乱而破裂，但只是破裂成几个小型的
网，等帝国统一的时候，这些小的网又可以整合成大的网。
除了社会的稳定性强外，社会也可以造成跟国家对抗的力量，在长期的结构中，国家权力占了上层的
地位，社会力量则占了基层地位，国家权力永远无法渗透到社会基层里面去，反过来，国家权力的维
持要靠社会基层出来的人来参与国家权力方可。
因此，在这个常态上，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均衡状态中，最吃亏的就是两者之间的交接点——大地
主。因为国家权力第一个要侵犯的就是大地主，而社会力量的主力不在大地主。大地主只是暂时凌驾
在编户齐民之上，不能长久保持。

3、《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的笔记-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商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了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的扩大政团遂是以亲缘的团
体扩大的。反映在词汇上的是天下一家。我们的国与家不分，我们的扩张可以造成普世性的帝国，而
这个普适性的帝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 照理说，亲缘系统的排他性是很强的，但是我们可以超脱
这种排他性，而产生“民胞物兴”，“民吾同胞”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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