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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从宏观角度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而有关学者
则多从具体事实出发，深入探求这些社会细胞的共同属性。美国社会学家
E． W．伯吉斯在他的著作《家庭》中指出:“家庭是被婚姻、血缘或收养的纽带
联合起来的人的群体。各人以其作为父母、夫妻或兄弟、姐妹的社会身份相互
作用和交往，创作一个共同的文化。”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认为:“家庭是父
母、子女形成的团体”。两者的语言表述虽各有不同，却表达了一个相同的意
思，即家庭是以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家庭
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又是影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本要素。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家庭的内涵和形式也在发生快速变化。因此，对社会
学中重要课题之一的家庭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宝鉴》正是本着这一写作宗旨，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对家庭社会学

的研究范畴，其中包括家庭观念、家庭制度、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管理以
及家庭演变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和深入浅出的论述:一，家庭观
念。家庭观念是对待家庭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家庭变化的先导，《家庭宝鉴》

中，博采众家之说，对家庭的含义及分类作了较科学的分析和界定，在“家风”
“家庭教育”“人性与情商”等章节中，对家庭观念中所涵盖的婚姻观、道德观、

法律观等方面都有精辟的演绎。二，家庭制度。家庭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制度，

是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不同的社会制度，必然形成家庭制度的差别，通过对
家庭制度的研究，为人们提供家庭模式和家庭行为模式，从而促进社会规范和
社会控制的实现，《家庭宝鉴》中“家庭起源与演变”“清末、民国对家庭婚姻制
度改革的探索”与“家庭调控”等章节，论证了社会制度与家庭制度的关系，并
指明如何实现社会对家庭行为模式的规范和调控，以构建优秀的家庭。三，家
庭结构。构成家庭的不同要素的不同结合，形成家庭的不同结构和不同类型，

从而促使人们自觉把握各种家庭结构的优劣，以便营造更美好的家庭，这个问
题在《家庭宝鉴》的“家庭关系”“家庭意义”“家庭分类”和“组建和美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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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章节中，都有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人们创造优良家庭结构，营造和美家庭，有
很好的借鉴作用。四，家庭功能。家庭具有经济、性爱、繁衍、教育、供养等功
能，主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家庭功能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
功能的消长，影响家庭的发展，《家庭宝鉴》的第二章第四节中，对中国传统家
庭和现代家庭的功能分别作了翔实论述。五，家庭管理。家庭管理以建设好
家庭为目的，包括经济管理、生活管理和品德管理。涉及劳动、教育、娱乐、休
息、安全等问题及其管理的艺术与技巧，这是《家庭宝鉴》重点论述的问题。
在“家庭管理”“家庭教育”“家庭的人性化管理”“发家、起家、保家的智慧”等
章节中，结合古今实例，阐明了家庭管理的作用、方式、方法和人性化管理的意
义，对治家理财很有参考价值。

受悠久文化的熏陶和传统美德的感染。在我国出现过许多优秀家庭的典
范。如:我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当年为振兴中国，发展科学，毅然放弃在国
外的优厚生活待遇，克服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放下了个人的利害得失，挑起
了历史的千斤重担。”一生竭心尽力，无私奉献，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正是因为在他身上留下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
烙印。《钱氏家训》中“国比家大”“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心术
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的严明教诲，钱学森铭记在心，恪守
终生，从未偏离。在《家庭宝鉴》中记载着许多优秀的治家典范和毁家的惨痛
教训，可为世人借鉴与警示。
《家庭宝鉴》的作者席驰，一位资深的教授级高级建筑工程师，出于对社

会的关注和责任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以其工文兼精的功底和敏锐深邃的思
维，不畏年逾古稀，仍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伏案三载，著成三十万言之鸿篇。
在之后的两年中，作者又广泛充实材料，精心撰写，不断完善，将原著增订为四
十万字之巨制，令人钦佩。
《家庭宝鉴》全书主旨鲜明，内容丰富，文图并茂，雅俗共赏，给人启迪。

正如作者自述:“自觉坚持老骥伏枥，竭心尽智的精神，在虚心学习先辈贤哲
及现代专家学者们的相关著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集思广益，融会贯通，并融
合自己人生的阅历和体验，写成此书。”集学术性，通俗性，可读性于一体，是
家庭社会学研究中又一可喜成果。

世人说得好:
家，在人生的旅途中，它是你永恒的港湾，疲惫了，想一想家，那是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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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泉。
家，在社会的纷争中，它是你永恒的坚石，畏惧了，想一想家，那是你自信

的支柱。
家，在你生活的困境中，它是你温暖的胸怀，父爱如山，母爱似海，那是你

永恒的情感寄托。
牢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至理名言:“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他的

家庭和睦”。
让我们都拥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

朱礼生
2012 年 8 月于南昌大学

编者注:朱礼生先生是南昌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原任南昌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兼文科

组组长; 中国写作学会常务理事、江西写作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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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和社会的细胞;又是人类血脉延续、子孙繁衍、承先启
后、继往开来的大花园。家庭还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和安乐窝。有道是:清官难
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和万事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家
庭的重要与玄妙是不言而喻的。

家庭的诞生与变革，历史悠久。家庭(包括婚姻)的演变主要依靠社会生
产力及科技文化水平的发展而推动。随着人类的逐步进化，人们自然会不断
探索更加适合的婚姻形态，构建较好的家庭形式。以此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
生活、精神生活和传宗接代的需求，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中国的家庭萌生于原始时代晚期。家庭的原始形式为群婚大家庭，由主
母为大家长，史称“母系氏族公社”，子孙只认母而不知父。当中国在公元前
2070 年夏代建立，并开始进入农业文明社会时代以后，夏朝统治的中原等地
区，开始实行配偶专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式也进化为“父权家长制”。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21 年)，中国进入封建社
会，家庭的形式进化为“封建家长制”，并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晚期(公元 1840

年)，时间经历了 2610 年之久(现代通称传统社会)。

近代(公元 1840 年—公元 1949 年)，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社会，现代通称
为“传统社会的末期”，但已开始进到工业文明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家庭
的形态也优化为以夫妻为轴心的“夫妇式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公元 1949 年至今)，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家庭的形态
也优化为以夫妻为轴心的“两性平等家庭”。在新形势下，一方面为构建和谐
幸福的家庭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诸如骨肉相残、追求享乐、缺乏
责任、婚姻短暂等家庭问题。

何谓家庭?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对“家庭”所下的定义是: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是以
婚姻为基础，以夫妻为中心，并包括收养关系组成的社会生活基本单位。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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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大家庭中，家庭成员有横向与纵向的组织关系。其横向组织指同一代
人，如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其纵向组织指上下各代，如父母与子女、
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的关系。

男女双方在结婚后，通过长期共同生活，同甘苦、共患难、生儿育女，使夫
妻之间产生了牢固的感情。家庭也培育了父母与子女及上代、下代自然延伸
的血缘亲情。而通过再婚或领养关系组成的养父母、养子女家庭及组合家庭，
虽然血缘有所不同，但拥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养育亲情和养育恩情。这种由夫
妻爱情通过家庭孕育而成的血缘亲情、养育恩情所产生的牢固凝聚力、感召
力、作用力不仅为子孙繁衍、兴家旺族提供保障，还推动着国家与社会的持续
发展和进步。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有关家庭的题材，是文学与史学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何谓家族? 用通俗的话说，家族就是指:由同一个男性祖先所繁衍的血缘
较亲近的家庭组合，通常指“五服”之内的近亲家庭组合。在民间俗称“亲支”
或“大房”等。这些近亲家庭虽已分居、不共财、各自独立生活，但仍有相当的
感情与经济联系，如互相接济、互通气息，凡遇红、白、喜、丧都要团聚等。但在
古代，同一家族组合群体，仍然要受到族长及族规的管束，还要承担国家法律
的连带责任。如族人犯法，家族同受株连，因而产生同一家族内一荣俱荣、一
损俱损的严重后果。

何谓宗族? 宗族就是指由同一个男性远祖所繁衍的众多后裔家庭的范
围。同一宗族的各家庭在传统社会中，大多居住在同一村及邻村或邻近的地
域之内，有着松散的宗法家规约束，聚会地点多在祠堂，有时举办共同编纂宗
谱、祭祀祖先等宗亲活动。但除家族以外的众多宗族成员，相互之间不承担法
律的连带责任。

一个家庭的生命周期，可从男女结婚后从出生家庭分出去另组新的家庭
开始，经过成家、立业、生育儿女、发家、起家、保家到家长逝世自然消失为止，
通常也就是五十年左右的时间。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家庭的生命周期
也相应延长。作为家长就要从结婚成家开始，承担起对全家的供养、管理、生
育、教育、养老、送终、培育新家及发家、起家、保家的重任。因此，要做一名好
家长，就必须付出一生的精力，但也有丰硕的回报。而不担任家长的老、中、
青、少各级成员，也要在家长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完成好各自的任务。
“和谐”是当今社会的主流趋向，而要构建社会的和谐，必然要创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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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因为家庭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我们既要认真学习继承
和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家庭教育，重视以德治家;更要与时俱进，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建和谐幸福的家庭。

作者在上述主流趋向的感召下，并为了与各位读者共同学习和探寻我国
家庭的历史渊源、起落兴衰及成家、发家、起家、保家、败家、毁家等方面的经验
与教训，在虚心学习先辈贤哲与现代专家学者们相关著作的基础上，博采众
长，集思广益，融会贯通，并融合自己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写成此书，贡献给广
大读者。

为了迎合社会上的不同需求，本书力求做到文图并茂，雅俗共赏，集学术
性、通俗性、可读性于一体，并衷心希望拙著可为创建和谐家庭及优化家庭管
理提供参考。

限于作者的学识有限、水平不高，文中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
家、学者、读者赐教、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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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家庭、家族、宗族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家庭、家族、宗族的意义

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和社会的细胞，是人类血脉延续、祖孙繁衍、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的大花园。也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和安乐祸。有道是: 清官难断家务
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和万事兴。家庭的重要与玄妙是不言而喻的。

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比较亲近的家庭组合，一般指五服之内，称为家族。而
古代的“家”是泛指家庭与家族。在民国以前的封建社会，“家”还要承担政
治、经济、法律的连带责任。有所谓: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一人得道，鸡犬升
天。

家庭、家族与我们的生活、事业、前途、归宿荣辱与共，休戚相关。我们既
要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祖先有关治家、理家的优良传统，汲取经验，接受教训;
也要与时俱进，结合现代实际情况，创建和谐美满的家庭，力争做到保家、发家
和兴族。

一、家庭的意义
近代学者对家庭的含义，由于角度不同叙述的内容也各有不同。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对“家庭”所下的定义为: 家庭是由婚

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中国家庭史·明清时期》对家庭的概念界说如下: “家庭是以同居共财

( 以共同会计为本质内容) 为特征，由婚姻血缘等纽带联结而成的亲属团体。”
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以夫妻为中心，并包括收养关系组成的社会生活基

本单位。家庭成员有横向及纵向的组合关系，横向组合指同一代人如夫妻、兄
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纵向组合指上下各代如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
的关系。

男女双方在结婚后，通过长期共同生活，相互关爱，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因而培育了父母与子女及上代、下代自然延伸的血缘亲情关系。而通过再婚
或领养关系组成的养父母、养子女家庭及组合家庭，虽然血缘不同，但拥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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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共同生活的养育亲情和养育恩情。这种由家庭孕育而成的血缘亲情、养育
恩情所产生的牢固凝聚力、感召力、作用力不仅为子孙繁衍、兴家旺族提供保
障，还推动着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众多的文人雅士还为此谱写了可
歌、可泣的诗歌和鸿篇巨著，给人类文化遗产不断增添宝贵的华章。

二、家庭的分类
现代社会学家对家庭通常有如下几种分类方法:
( 一) 按家庭中的代际层次和亲属关系可将家庭划分为下列 6 种类型，这

种划分较为明确
1. 夫妻家庭:它是由夫妻两人组成的一代家庭，包括夫妻结婚后无子女

家庭，或老年夫妻因其子女已结婚，另行成家而成的“空巢”家庭。在此家庭
中，只有夫妻两人，不含亲子女关系。这是一种不完整的家庭形式。

2. 单亲家庭:它是由父亲或母亲和未婚子女组成的两代家庭，包括父单
亲家庭或母单亲家庭两种具体形式。这种家庭只有亲子关系，没有夫妻关系，
也是一种不完整的家庭。

3. 核心家庭:它是由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两代家庭。其包含构成家庭
的三种本质要素，即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是个“核子型”的完
整家庭。人类从对偶家庭形态开始，就有核心家庭，并已成为现代社会占主流
的家庭结构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核心化已成为趋势。

4. 主干家庭:它是由父母和一个已婚子女及其后代组成的三代或三代以
上的家庭，但按分类规定每代人中只含一对夫妻( 包括有一方离婚或去世) 。
在其内部包含有夫妻、亲子、祖孙三种基本亲属关系，因而要比上述 1，2 类家
庭关系要复杂得多。此类家庭现仍在农村中广泛存在。

5. 联合家庭: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核心家庭平行组成的大家庭。如父
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或兄弟姐妹结婚后不分家的家庭。
这种家庭规模大、人口多、关系更复杂，难以管理。例如: 古代的义门大家庭;
《红楼梦》中的贾府大家庭; 民国时期巴金著作《家》《春》《秋》中的封建大家
庭。这种家庭现今很少存在。

6. 其他家庭形式:如由一个核心家庭加入非直系的未婚亲属( 如夫妻一
方的未婚兄弟姐妹) 组成的扩大家庭;由祖父母与孙子一代组成的隔代家庭;
没有办理法定结婚手续的同居家庭等。

( 二) 按家庭的规模大小来划分，可将家庭分为大家庭、小家庭
一般而言，人口数量为 4 人及 4 人以下的，或两代人以内的家庭可视为小

家庭;人口数量为 5 人及 5 人以上的，或三代及三代人以上的家庭，可视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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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 三) 按家庭财产管理形式可划分为共财制家庭、分财制家庭
1. 共财制家庭: 家庭财产归成员集体所有，由家长管理。
2. 分财制家庭:财产归成员所有，各自管理或委托家长管理，所需费用合

理分摊。
( 四) 按夫妻思想感情关系类型可划分为爱情型家庭、友情型家庭、责任

型家庭
1. 爱情型家庭:夫妻之间有爱情作基础，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相互关

怀、相互体贴、相互支持。夫妻之间能以诚相待，无婚外情，碰到困难或产生误
会能及时协商，化解矛盾，经常保持着和谐愉快的精神境界。

2. 友情型家庭:夫妻之间能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在生活上也能相互关
怀和支持。夫妻双方都把婚姻稳定、儿女健康、经济充裕、生活安定视为家庭
幸福的首要目标。

3. 责任型家庭:夫妻之间感情淡薄，很少交流。家庭关系只靠个人对家
庭、对父母、对子女应尽的责任来维持。家庭气氛沉闷，矛盾时有发生，没有幸
福感。

三、家族、宗族的意义
( 一) 家族、宗族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对中国家族、宗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

家族、宗族的概念进行界定。
徐扬杰先生认定: “家族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是指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

孙，虽然已经分居、异财、各爨 ( 读音窜，意思是同灶吃饭、共同生活、共有财
产) 成了许多个家庭，但是还世代相聚在一起( 比如共住一个村落之中) ，按照
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冯尔康先生认定:“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的规范下
组成的社会群体。”它有四个要素: ( 1 ) 男性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 ( 2 ) 家庭为
单位; ( 3) 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 ( 4) 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
进行管理。

张国刚先生认为:“大体上可以规定五服之内为家族，超出五服的共祖同
姓为宗族。家族之间不仅有道德上的关系，而且有政治、经济或法律的连带责
任，而宗族一般只有道义上的联系，没有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中国古代的“五服制”是古代对丧葬礼仪规定的五种丧服样式及服丧期
限。如某人去世，其家人及亲属必须穿丧服表示哀悼，凡与亡者越亲的须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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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服，且服丧守孝期限较长; 与亡者关系较疏则穿轻丧服，且服丧守孝时限较
短。五服制在中国古代不仅成为判定亲属关系远近的标志，也成为宗法制度
的工具，成为法律奖惩连带责任判定的依据。五服制中包括的男性家族成员
是: 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己身、子、孙、曾孙、玄孙九代，即从自己往上、往
下各延伸四代，又称九族。另从各代横向延伸包括曾伯、叔祖父，伯、叔祖父，
伯、叔父，堂伯、叔父，族伯、叔父，兄弟，堂兄弟，再从兄弟，族兄弟，侄子，堂侄，
再从侄，侄孙，堂侄孙，曾侄孙。

( 二) “户”与“房”的意义
“户”的含义为:住户，一个家庭，编为一户。每户有户口册( 簿) ，内容包

括人口、职业、婚姻、关系、田地、财产等项，“户”为国家最基本的单位。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历史悠久，为历朝政府对广大人民落实行政管理、征收

赋税、派调劳役、兵役的重要制度，虽经变革，沿用至今。
“房”的含义是:房又称“房支”。在一个大家庭中，亲兄弟长大成人分成

各个小家庭后，一般各称为某“房”。如长子的家庭常称“长房”。以后“房”
又不断繁衍扩大成为多个家庭的家族，仍然称为“房”，其实是“大房”。民国
时期，南方民间风俗，以同姓又共修宗谱的认为是同族，族下为宗，宗下为
“房”。农村中多是同姓同族聚居，血统较近，故每村同族的称为宗，在宗下以
血统近的家族又分各“房”，以始祖名命名，如“丰房”、“义房”，或称“良顺公
位下支派”。

民国时期以前，官员富民有的一夫多妻，一个男人可娶几个老婆。正妻
( 大老婆) 及其子女称“长房”，妾( 小老婆) 及其子女称“偏房”或“二房”、“三
房”等。

第二节 家庭的起源与演变

要知道家庭的起源，首先要从源头探索人的起源与婚姻的起源。家庭是
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我国古人早有认识。如在《周易·序卦》文中有言:“有
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
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周易》为古代六部经书之首，成书
于商、周时期，约在公元前 1100 年至公元前 476 年，主要作者是周文王、周公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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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的起源
学术界早已公认，现代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

北京直立人及所用打制石器

根据考古学者的研究，大约在三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已经出现了人类。
1985 年与 1997 年在我国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掘出古人类化石，称
巫山人，经测定，距今已有二百万年。1965 年在云南省元谋发现的元谋人，距
今也有一百七十万年。1963 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人遗骨，距今约六十万
年至八十万年。1927 年在北京市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遗骨，距今约六十至七
十万年。我国的考古学者们认为: 我国的西南地区，就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
一，我国远古人类不是从外地迁移来的，而是在国内地区土生土长的。他们的
形象及生活可以“北京人”为代表。他们的身躯比现代人稍矮，前额后倾，眉
骨突出，嘴巴前伸，类似现存的大猩猩，命名为“北京直立人”。他们已是直立
行走，双手灵巧，能制作石器及木棒等简单工具，靠捕鱼、打猎及采集野果根茎
等为生。他们居住在山洞中，已知道用火来烧烤食物、照明取暖、防御野兽的
侵害。后来在“北京直立人”居地周口店龙骨山顶的一个洞穴里，又发现了一
群“山顶洞人”，距今约三万年。他们的模样很像现代人，已能制造较简单的
石具，如石刀、石斧、石矛，还发明了弓箭及人工取火，会用骨针缝制兽皮作的
衣服。他们生活艰苦，有病也得不到医治，大部分人短命，只能活到青少年时
期，能活到五十岁以上很少。这个远古时代，历史学家命名为“旧石器时代”，
距今约八十万年至一万年前。

近年来，由于生命基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的生命科学家利用对
现代人类的基因实测成果，以推论现代人类的祖先发源。据我国中央电视台
2009年 3月下旬播放的“探索·发现”节目介绍:复旦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有
关“中国人从哪里来?”的课题组成果推论，全世界各人种现代人( 又称晚期智
人) 的先祖发源于非洲，并且是在距今约十五万年前仅由一对男女祖先繁衍的。
后来由于非洲天气恶化，他们约在十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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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六万年前，到达中国的现代人类有二大支，主要的一支是在西南部发展，而
另一支则从俄罗斯进到中国北部。他们还认为生存更古老的北京猿人、元谋人、
巫山人等早已灭绝，并完全由非洲迁徙来的现代人( 晚期智人) 所取代。但这项
推论与中国考古学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相符合。

古代先人为了防御外敌与猛兽侵害以及捕鱼狩猎，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
当时个人很难生存，须由十多个或几十个人组成的“血缘家族”共同劳动，共
同生活。家庭中的男女处于杂乱群婚阶段。男女性交不分辈分、不论亲疏，不
受限制，与高等哺乳动物类似。

这个“血缘家族”的小群体，被现代的历史学家命名为“氏族公社”。在
“氏族公社”内，大家过着平等的集体生活。由于男女群婚杂交，人们只知道
母亲并依靠母亲哺育成长，而生身父亲却无从确认。按当时的分工，妇女承担
采集果品，为公社提供主要的、稳定的食物供给，还要哺育后代;而男子主要从
事渔猎，不能保证主要食物供给。妇女在公社中的地位较为重要，因此“氏族
公社”的事务由领头的妇女主持。在一个“氏族公社”中，往往有一个共同的
女性祖先，故命名为“母系氏族公社”。

大约在六千年至七千年前，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兴旺。原始农业已经产生，
在黄河流域多种粟 ( 小米) ，南方各省已种植水稻，人类已开始饲养家畜、家
禽，如狗、猪、牛、鸡等，又发明了陶器，包括:鼎、釜等炊器，碗、盆等食器，瓮、罐
等储存器。人类居住地也从树巢、洞穴迁到地面简陋的房屋内，在黄河流域多
为半地穴式茅屋，在长江流域多为高脚式窝棚。房屋为木骨架、茅草苇席盖
顶，草泥糊壁，烧土地面。为避免近亲血缘婚配所生成的后代身体畸形和智力
下降，所以每个母系氏族公社都取了一个姓，逐渐形成了“同姓不婚”的规矩，
因而人类又进化到“族外群婚与亲族家庭”阶段。由于女性为民族首领，所以
留传至今的古老姓字多从女旁，如:姬、姜、妫、姚等。

历史进展到原始社会晚期( 约在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2070 年) 我国已
开始进化到农业文明时代。此时已发明了青铜，开始了铜、石并用时代，用青
铜铸造工具和武器;还发明了纺麻织布、养蚕缫丝，用麻布及丝绸做衣服。此
时农业生产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而男性身体较为强壮，又没有生育后代
的负担，所以就逐步取代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并成为生产、养家的主要劳动力。
由于农业技术及农具的改良，男性劳动力的投入使农业生产得到更大发展。
原来需要集体劳动完成的事，现在只要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可完成。每个家庭
成了一个生产单位，收获产品也不再交公而自给有余，家庭开始积累私有财
产，于是就有产品交换、互通有无的需求。古代传说，在神农氏时，民间约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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