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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A
A
」
世
界
文
明
史
中
，
中
华
文
明
经
历
了
最
为
漫
长
的
农
耕

7
1
时
代
，
形
成
了
一
个
以
农
业
为
主
体
的
东
方
文
化
体
系
，

而
包
罗
万
象
的
民
间
民
俗
文
化
在
这

一
体
系
中
尤
为
突
出
，
其

中
包
括
各
地
植
根
于
乡
土
农
耕
生
活
的
民
间
美
术。

灶
画
作
为

民
间
美
术
的
一
个
类
型
，
尽
管
仅
存
于
江
南
的
乡
村
，
但
它

却
构
筑
了
一
个
淳
朴
而
精
彩
的
具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乡
土
艺
术
世

界
。

.

灶
头
自
古
作
为
普
通
百
姓
家
中
的
炊
具
，
是
民
居
建
筑

的
一
部
分
，
是
百
姓
食
文
化
的
根
基
，
由
灶
衍
生
的
民
间
灶

画
也
是
中
国
传
统
匠
人
的
百
工
技
艺
之
一
。

在
江
南
地
区
，

乡
村
农
户
新
建
一
所
住
房
，
必
在
厨
房
中
砌
一
座
用
来
做
饭
、

烧
水
的
灶
头

。

而
且
，
不
论
灶
头
是
花
篮
形
、
圆
形
或
是
方

形
，
也
不
论
是
单
眼
、
双
眼
、
三
眼
或
是
四
眼
灶
，
从
灶
山
壁
、

烟
箱
到
灶
身
都
画
满
了
不
同
的
图
案
和
纹
饰
，
配
有
不
同
内

容
的
文
字
。

这
种
由
民
间
泥
水
匠
用
水
墨
颜
料
绘
于
灶
头
上

的
壁
画
，
为
一
座
座
土
灶
赋
予
了
浓
郁
的
艺
术
气
息
，
注
入

了

一
代
代
人
薪
火
相
传
的
民
间
民
俗
文
化。

「
福
禄
寿
喜
」、
「
梅

兰
竹
菊
」
、
「
鱼
跃
龙
门
」
、
「
喜
上
眉
梢
」
等

，

细
细
地

品
味
一
幅
幅
多
姿
多
彩
的
灶
头
画
，
每

一
个
图
案
、
每

一
笔

线
条
无
不
是
乡
民
对
现
实
生
活
的
希
望
与
审
美
理
想
的
体
现。

中
国
农
村
千
家
万
户
厨
房
里
的

一
座
座
灶
头
，
几
百
年

来
，

深
深
地
相
融
于
农
家
的
点
滴
生
活
。

至
N
C
C
ψ年
年
底
，

在
浙
江
嘉
兴
地
区
仍
有
N
O
O
O多
名
灶
画
艺
人
活
跃
在
乡
间
。

他
们
砌
灶
、
画
灶
，
传
承
着
祖
祖
辈
辈
流
传
下
来
的
手
艺
。

如
果
你
有
机
会
去
江
南
农
村
走

一
走

，

留
心

一
下
农
家
厨
房

内
的
花
花
灶
头

，

你
会
感
叹
民
间
灶
画
艺
人
大
胆
又
丰
富
的

想
象
力
、
熟
练
的
绘
画
技
艺
以
及
独
特
的
造
型
方
式
，
在
这

看
似
粗
矿
却
蕴
含
丰
沛
情
感
的
灶
画
中

，

平
凡
乡
民
们
的
生

活
形
态
、
审
美
理
想
和
心
灵
意
象
全
部
杂
粮
在
其
间
，
让
这

一
乡
野
的
民
间
美
术
恒
久
地
散
发
着
熠
熠
的
艺
术
光
彩
。

作
为
遗
落
在
中
国
广
袤
大
地
的
一
种
民
间
美
术
，
民
间

灶
画
是
华
夏
乡
土
文
化
生
生
不
息
的
代
表
，
更
是
中
国
民
间

美
术
一
个
独
特
的
种
类
。

她
在
历
经
数
百
年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后
，
8
5

年
被
列
入
第
三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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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圃
圃
圃
圃

试

参
一

」
A
A
人
类
物
质
文
明
史
中
，
自
煌
木
取
火
起
，
先
民
们

7
1
将
「
火
」
与
「
土
」
融
合
为
「
灶
」

，

直
至
形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器
具
体
系

。

俗
语
道

，

民
以
食
为
天
，
食
以

炊
为
先

。

人
类
的
生
存
活
动
首
先
应
满
足
生
理
上
的
基
本

需
求
，
即
物
质
上
要
吃
饱
和
穿
暖
，
从
而
进

一
步
从
事
各

种
社
会
活
动

。

在
饮
食
文
化
方
面

，
人
类
自
茹
毛
饮
血
的

蛮
荒
时
代
至
以
礼
飨
食
的
文
明
社
会

，

灶
头
作
为
最
早
、

最
普
遍
、
最
基
本
的
炊
制
工
具
，
在
其
中
起
到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而
在
精
神
领
域
，
自
原
始
社
会
起
，
饮
食
及

其
调
制
过
程
就
不
单
单
是
为
满
足
人
的
温
饱
之
欲
，
它
与

各
种
巫
术
礼
仪
活
动
相
结
合

，

反
映
出
人
对
于
天
地
、
鬼

神
的
敬
畏
，
以
及
对
自
身
生
生
不
息
的
企
盼

，

而
灶
画
可

能
就
起
源
于
此
类
祭
祀
、
巫
术
、
图
腾
、
礼
仪
活
动
，
最

后
逐
渐
过
渡
为
更
多
的
装
饰
意
昧

，

但
何
时
成
型

，

至
今

未
发
现
明
确
的
文
献
记
载

。

{
历
史
源
流
}

灶
的
成
形
应
该
是
在
人
类
进
入
农
耕
社
会
、
定
居
时

代
之
后

，

以
家
庭
为
基
本
活
动
单
位
的
社
会
格
局
已
经
开

始
形
成

，

民
居
建
筑
的
雏
形
已
基
本
完
善

，
此
时
的
人
类

己
能
完
全
掌
握
火
的
使
用
，
并
将
火
引
入
自
己
的
居
所
内

部
。

从
各
地
考
古
资
料
得
知

，

在
先
秦
时
期
，
人

们

一
般

是
在
屋
内
对
着
门
口
处
设

一
灶
坑
或
火
塘

，

除
用
作
烧
水

做
饭
外

，

还
有
照
明
、
取
暖
和
抵
御
野
兽
、
保
留
火
种
的

功
能
。

从
西
汉
开
始
在
房
舍
内
垒
砌
较
为
规
整
的
灶
。

从

西
汉
至
隋
这

一
漫
长
的
历
史
时
期
的
墓
葬
考
古
挖
掘
中
多

发
现
有
随
葬
的
灶
具
明
器

，

而
隋
代
以
后
则
少
见

。

在
灶

的
形
式
上

，

西
汉
早
期
曾
在
同

一
座
灶
上
开
有
多
个
灶
门

，

到
后
来
不
再
出
现
这

一
形
制
，
人
们
选
择
了
只
开

一
个
灶

门
的
方
式
，
只
需
在
一
处
塞
柴
烧
火

，
即

可
用
多
个
灶
眼

同
时
煮
饭
烧
水

。

而
灶
体
的
造
型
由
长
方
形
逐
步
改
进
为

椭
圆
形
、
券
篷
形
、
圆
形
等
多
种
形
式

，

其
改
变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尽
量
增
大
灶
膛
空
间
，
利
用
冷
热

空
气
的
对
流
回

旋
，

使
柴
薪
完
全
燃
烧

，

热
量
得
到
充
分
的
利
用

。

古
人

还
对
整
座
灶
台
进
行
了
合
理
的
安
排

.. 

在
火
力
最
大
的
火

眼
上
置
锅

，

可
用
作
烹
饪
;

在
火
力
较
均
衡
的
火
眼
上
置



3

民
存
至
今
的
灶
。

人
类
自
秦
汉

J
A
l
以
后

，

在
居
室
内
垒
砌
不
可

移
动
的
灶

，

以
后
的
近
3

0
0
多
年

历
史
中

，

灶
的
功
用
至
今
未
曾
改

变
，

而
灶
的
形
式
在
各
个
历
史
阶
段

不
断
有
所
变
化
。

不
论
在
北
方
还
是

南
方

，

常
壁
灶
是
农
村
百
姓
家
最
为

常
用
的
炊
具

，

由
土

、

砖
靠
墙
垒
制

，

是
不
可
移
动
灶
历
史
最
长
的
厨
房
炊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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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釜
、
舰

，

可
用
作
蒸
煮
;

离
灶
门
最
远
处
的
火
眼
火
力
最

弱
，

便
在
上
面
置
罐
用
于
温
水

。

通
过
总
结
实
践
经
验

，

先
民
们
垒
砌
灶
的
工
艺
也
不
断
得
到
改
进。

M
0
0
0
年

，

出

土
于
山
东
枣
庄
、
台
儿
庄
桥
上
村
的
汉
陶
灶，

双
眼
灶
身

呈
长
方
形

，

前
部
有
拱
形
火
门
，

后
有
上
窄
下
宽
的
挡
火

墙
，

无
烟
囱

，

前
端
有
曲
尺
形
平
台
伸
出

。

灶
身
两
侧
面

以
红
彩
绘
「
田
」
字
形
框

，

两
端
绘
长
方
形
框

。

再
如
从

南
朝
开
始

，

往
往
在
前
端
灶
口
处
增
设
有
高
耸
的
挡
火
墙，

在
灶
口
一
侧
置
放
熄
薪
碳
罐

，

并
开
始
使
用
火
钳
等

。

有

了
挡
火
墙

，

在
锅
台
前
烹
饪
的
人
可
免
受
烟
熏
火
燎
之
苦

，

也
可
阻
挡
烟
灰
飘
落
灶
台
及
锅
、
瓶
内
，
以
保

证
灶
台
的

清
洁
和
食
物
的
卫
生

。

有
了
火
钳

，

等
于
加
长
了
手
臂

，

在
夹
置
燃
烧
着
的
柴
火
时
也
不
至
于
被
明
火
灼
痛
烧
伤

。

早
期
的
灶
头
形
式
比
较
单
一

，

装
饰
也
以
功
用
为
主

，

人
们
在
灶
上
最
多
写

一
些

一
「
火
烛
小
心
」
之
类
的
警
戒
文

字
。

《
周
礼
·
天
官
》
中
有
灶
的
相
关
文
字
记
载

。

东
汉

·

班

固
撰
《
汉
书

·

霍
光
传
》
中
则
记
有

一
则
《
曲
突
徙
薪
》

的
故
事

，

内
容
梗
概
为.. 

有
客
人
建
议
主
人
将
灶
之
烟
囱

肆

伍

际
川江
桐
乡
出

土
的
汉
代
陶

凸
F
L
灶
。

灶
是
在
人
类
把
火

引
进
居
所
后
产
生
的

。

自
远
古

先
民
发
现
和
使
用
火
之
后

，

原

始
的
灶
随
之
产
生
。

先
民
们
在

住
地
烧
起

一
堆
堆
长
明
火

，

用

来
取
暖
烤
食
、
防
御
野
兽
，
这

就
是
最
原
始
的
灶

。

后
来
，
人

们
在
地
上
挖
两
个
坑
，
地
表
两

坑
相
隔

，

地
下
则
相
互
连
通
，

一
坑
为
进
柴
处

，

一
坑
为
出
火

处
，

两
坑
相
通
的
洞
口
就
是
灶

门
，
人
们
直
接
在
土
坑
内
或
在

坑
上
悬
挂
其
他
器
皿
进
行
烹
饪

。

这
种
灶
坑
在
新
石
器
时
代
广
为
流
行

，

最
早
在
黄
河
流
域
的
仰
韶
文
化
遗
址
中
出
土
成
套
的
釜
和
灶
。

伴
随
着

居
住
环
境
由
半
地
下
到
地
上
的
变
迁

，

灶
也
经
历
了
从
篝
火
式
到
锅
台

式
的
演
变
过
程

，

灶
的
形
态
也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新
石
器
时
代
中

期
发
明
了
可
移
动
的
单
体
陶
灶
，
为
商
、
周
、
秦
、
汉
各
代
所
继
承

，

并
发
展
出
了
铜
或
铁
铸
成
的
炉
灶

，

较
小
的
可
移
动
的
灶
称
为
灶
或
辙

，

实
际
就
是
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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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阳
圆
圆

(
突
)
改
为
曲
折
型

，

并
把
灶
旁
柴
薪
远
移
，
以
免
火
患

，

主
人
不
睬
，

后
果
然
失
火

。

故
乡
间
建
灶
，
必
在
灶
口
上

门
的

烟
囱
壁
上
写
「
火
烛
小
心
」
囚
字

，

并
把
火
字
倒
写

成
「
火
」

，

其
意
一
是
要
人

们
特
别
注
意
火
字
;

二
是
提

醒
人
们
把
火
(
灰
)
倒
掉
;

三
是
主
观
认
为
火
「
倒
」
了

便
不
会
发
生
火
灾

。

这
与
倒
贴

「
福
」
字
的
行
为
类
似
。

隋
朝
以
后

，
人
们
将
灶
神
鑫
从
厨
房
间
移
至
灶
山

，

将
祭

祀
灶
王
爷
的
灶
画
贴
于
灶
头

，

祈
祷
灶
王
爷
带
来
平
安

。

|铅

柴

在
宋

、

元
、
金
时
期
，
人
们

在
灶
的
各
部
位
绘
画
题
字

，

如
象
征
吉
祥
如
意
的
花
草
、
桂
邪
祈
福
的
神
兽
等

，

将
人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理
想
希
望
、
传
统
信
仰
、
伦
理
道
德
表
现

带
入
了
一
个
精
神
世
界

。

出
来
，
真
实
地
体
现
了
人
们
的
审
美
情
趣

，

从
而
把
人
们

自
秦
汉
以
后

，

普
通
人
家
在
居
室
内
垒
砌
不
可
移
动

的
灶

，

其
功
用
至
今
未
曾
改
变

，

而
灶
的
形
式
以
「
靠
壁
灶
」

为
主
，
我
们
所
记
述
的
民
间
灶
画
也
是
以
此
类
灶
为
依
托
。

」
、

论
时
代
如
何
变
迁

，

民
间
灶

一
/

头
画
这
一
隐
藏
在
千
家
万
户

厨
房
内
的
民
间
艺
术

，

几
百
年
来

，

深
深
地
相
融
于
农
家
的
点
滴
生
活

，

百
姓
视
灶
头
为
慈
母

，

视
「
花
灶
」

为
吉
祥
物

，

不
但
温
饱
了
农
家
的

一

日

三
餐
，
哺
育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农

人
，

而
且
它
的
乡
土
艺
术
气
息
象
征

着
吉
祥
，
昭
示
着
富
贵

，

表
述
着
农

家
的
向
往

，

蕴
含
着
百
姓
的
祈
求
。

时
至
近
代
，
由
于
居
住
方

式
、

生
活
方
式
的
改
变

，

传
统
的
灶
分
化
出
可
移
动

的
「
炉
灶
」
、

「
行
灶
」

及
不
可
移
动
的
「
靠
壁
灶
」

「
老
虎
灶
」
等。
如
「
炉
灶
」

为
M
O
世
纪
8

、
叫
0
年
代

城
市
居
民
之
用

，

燃
料
为

煤
球
和
煤
饼
;

在
农
村

，

「
行
灶
」
全
用
稻
柴
和
泥





江
南
灶
画

。
宣

圃
翩
翩
圃

制

王久

糊
成

，

外
围
涂
上

石
灰
水

，

根
据
铁
锅

大
小
制
作

，

燃
料

一
般
为
木
柴
;

再
如
「
老
虎
灶
」
产
生
于

M
O
世
纪
ω
0
年

代
后
期
，

「
大
跃
进
」
年
代
吃
大
食
堂
时
，
用
于
煮
烧
大

分
量
食
物
的
砖
灶

，

灶
的
长
方
形
状
似

老
虎
身
形

，

灶
口

大
似
老
虎
嘴
巴

，

故
称
「
老
虎
灶
」
。

但
不
论
在
北
方
还

「
靠
壁
灶
」
(
以
下
简
称
为
灶
)
依
旧

在
农
村

百
姓
家
最
为
常
见

，

由
土
、
砖
靠
墙
垒
制
，
是
不
可
移
动

是
南
方

，

灶
历
史
最
长
的
厨

房
炊
具

。

依
据

一
个
家
庭
的
人
口
数
以
及

生
活
需
要
变
更
「
靠

壁
灶
」
的
锅
眼
数
，
常
见
有
单
眼
灶
、
双
眼
灶
、

三
眼
灶

，

甚
至
有
五
、
六
眼
灶

。

在
漫
漫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

一
代
代
民
众
通
过
实
践

，

使
灶
的
形
体
在
实
用
功
能
方
面
趋
向
合
理

，

而
在
精
神
功

能
方
面
始
终
保
持

着
生
息
繁
衍
的
原
始
崇
拜
意
昧

。

自
明

清
时
期
始

，

灶
的
上
半
部
就
有
灶
墙
、
灶
山
与
灶
君
堂

，

而
N
O
世
纪
8

年
代
末

，

由
于
「
文
革
」
运
动
，
灶
君
堂

被
看
做
为
「
四
旧

」
而
加
以

废
除

，

3

年
代
以
后

，

又
普

遍
恢
复
了

「
置
灶
必
设
灶
君
堂
」
的
传
统
风
俗

，

在
灶
山



上
方
设
置
灶
尘
板
、
灶
帕
、
灶
阳
行
，
史
热

衷
下
对
灶
头

进
行
图
案
化
装
饰

。

3

年
代
末
至
今
，
中

同
农
村
进
入
小

康
社
会
建
设

，

尤
其
是
沿
海
发
达
地
Z

，

液
化
气
灶
逐
渐

进
入
农
家

，

沿
用
几
千
年
的
灶
头
正
被
现
代
化
的
煤
气
灶

所
取
代
，
从
而
使
中
罔
传
统
的
灶
具
发
生
了

根
本
性
的
变

化
。

同
时

，

围
绕
传
统
灶
头
装
饰
的
民
间
灶
画

也
面
临
着

覆
没
的
危
机
。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崇
尚
自
然
，

善
于
从
自
然
界
中
取

午
飞
凉

，

一
般
部
是
欠
人

-a
A
E龟
'
勺

，

男
人
烧
火

，

在

E 
…团

1:21 

灶
头
上
夫
妻
共
同
做
饭
炒
菜
就

成
f

爱
悄
的
象
征
，
男
女
配
4
n

n

然
默
哭

，
做
饭
就
成
f

一
种

乐
趣
。

当
今

.

部
分
农
家
之
所

因「
、电

E 

以
还
保
留
柴
灶

，

一
是
为
了
节

俭
，

二
是
过
年
过
节
「
祭
灶
」

或
用
来
烧
肉
蒸
糕
，

三
是
现
代

人
享
受
大
灶
头
烧
出
来
的
更
加

E 
由

杏
醉
的
农
家
饭
菜
和
问
咪
童
年

生
活
的

一
种
物
的
载
体
。

保
留

的
柴
灶

，

有
的
除
灶
台
面
贴
七
瓷
砖
用
于
保
情
外
，
灶
的
上
下
壁
都
画
上

f

闻
束

。

行
的
在
仁
璧
贴
次
比
砖，

F

壁
画
阁
案
。

有
的
则
罄
座
灶
贴
上
印

街
特
制
的
灶
花
图
案
的
瓷
砖
。

」
、
论
是
二
限
灶
寸
地
是三
眼
灶

，

乡
间
泥
工
匠
在
砌
毕
灶
头
后，
从
整

一
/

座
柴
灶
的
上
壁
到
下
端
，
从
正
面
到
侧
面

，

手
工
绘
制
上
各
种
不

川
的
阁
案
和
纹
样
，
配
有
不
川
内
容
的
文
字

.

F

足
一
座
川
化
灶
头便
成
了

农
山东
M
房
内
最
显
眼
、
日
以
亮丽
的

风
坛

，

农
家
对
此
有
多
种
称
呼

，

问
「
灶

一问
」
、

「
灶
头
四
」

，

亦
R

「
灶
花
」
、
「
灶
壁
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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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圆
圆
圆

M拾E

查

、

材
。

就
传
统
的
灶
头
而
言

，
从
内
到
外
，
处
处
可
以
体
现

自
然
的
元
素

，

垒
土
成
台

，

燃
薪
成
火

。

「
土
」
与
「
薪
」

都
是
与
时
代
的
生
活
生
产
方
式
紧
密
相
连

。

传
统
形
式
的

灶
头
虽
然
造
型
简
单
，
材
料
粗
朴

，

但
能
很
好
地
为
当
时

的
生
活
服
务
，
具
有
很
高
的
实
用
价
值

。

{
灶
的
结
构
}

江
南
农
村
的
灶
头

，

其
结
构
形
状
有

别
于
中
原
和
北

方
的
灶

，

其
各
部
位
的
名
称
亦
不
相
同

。

本
书
以
M
O
世
纪

∞
0
年
代
流
行
至
今
的
杭
州
、
嘉
兴
、
绍
兴
、
金
山
、
崇
明
、

苏
州
、
海
安
等
地
的
农
家
柴
灶
为
例
，
简
述
其
基
本
构
造

。

农
村
的
柴
灶
大
多
依
靠
厨
房
一
侧
的
墙
壁
而
建
，
故

称
靠
壁
灶
，
一
般
由
十
个
部
分
组
成

。

按
照
从
下
到
上
、

从
正
面
到
侧
面
的
顺
序
，
其
结
构
一
般
分
为.. 

@

灶
脚.. 

亦
称
灶
基

，

是
整
座
灶
头
的
基
陆
部
分

。

@

灶
身.. 

亦
称
灶
肚
、
灶
膛
，
是
灶
头
燃
火
烧
柴
的

部
分

。@

灶
台.. 

亦
称
灶
台
面

，

是
搁
置
饭
锤
、
汤
锅
和
煮

饭
炒
菜
的
操
作
区

。

灶
面
的
边
沿
叫
灶
栏
，
旧
时
多
用
木

制
框
栏
，
现
多
用
水
泥
粉
刷
或
在
此
砖
镶
边
。

@

灶
箱.. 

亦
称
烟
箱
、
汇
拢
，
是
灶
头
燃
火
后
产
生

的
烟
之
通
道
，
也
是
灶
头
与
燃
火
区
的
双
层
隔
离
墙

。

@

灶
山.. 

亦
称
灶
山
避
、
烟
尘
墙
，
是
灶
头
上
端
与

燃
火
区
的
单
壁
隔
离
墙

。

@
灶
帽.. 

亦
称
灶
顶
、
烟
尘
板

，

位
于
灶
头
最
上
端

，

用
于
遮
挡
烟
灰

。

@
灶
君
堂.. 

亦
称
司
命
堂
，
位
于
灶
的
左
侧
或
右
侧
，

是
供
放
灶
神
纸
马
或
塑
像
的
地
方
。

@
灶
门
墙.. 

即
灶
箱
，
灶
山
的
背
面
处

。

@

灶
门
口

.. 

亦
称
烧
火
口
位
于
灶
身
背
面
处

，

如
二

眼
灶
有
两
个
灶
门
口
、
三
眼
灶
有
三
个
灶
门
口
，
是
送
柴

点
火
的
部
位

。

@

出
灰
口

.. 

位
于
灶
门
口
的
下
端

，

是
柴
木
燃
烬
后

退
灰
的
出
口
。

灶
画
以
灶
为
载
体
，
依
灶
壁
绘
画
，
这
就
大
致
决
定

了
有
什
么
样
的
灶
形
就
有
什
么
样
的
灶
画
类
型

。

乡
村
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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