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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纵观人类文化史，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其中尤为
引人注目的是四大文化系统，即中华文化系统（也称儒家文化系统，它涵盖或辐射了中
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印度文化系统（也称印度佛教文
化系统，它涵盖或辐射了印度等南亚地区）、阿拉伯文化系统（也称伊斯兰教文化系统
，它涵盖或辐射了阿拉伯半岛、中近东、北非等地区）、西方文化系统（也称希腊罗马
文化系统或基督教文化系统，它涵盖或辐射了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区）。上述文化
系统中，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延绵不绝而独具特色。中国文化是在基本
独立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研讨中国文化，首先应分析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即
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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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编 制度文化
第一章 经济制度
  马克思曾经把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经济结构放在同一层面加以阐述，认为这是决定
整个社会制度文明系统生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
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
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
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
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制度文化诸要素中，经济制度是基础。经济制度亦即生产关
系，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的人际关系或劳动组合方式、劳动产品的
分配方式等等。在本章中，我们将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形式、经济
结构的特征，以及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等角度，对此作扼要的讨论。
第一节 古代经济形态、土地制度与经济结构
  一、自然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基本的经济形态。在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每一个劳
动单位的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家庭及家族成员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不是
为了交换与积累，使财富保值和增值。自然经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商品经济则以
交换为目的，以营利为宗旨，即通过个别劳动获取交换价值，实现剩余价值，于是一切
产品变为商品，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
关系。概言之，自然经济与商业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后者
则是交换价值；前者是人的依赖关系型的，后者是物的依赖关系型的。在中国，自然经
济一直延续到近代，从而形成几千年来稳定的生产格局和劳动组合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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