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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 ，起!*跌右 ; 哺育着差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 2 它坦诚惊天 . 虚怀若谷.

在漫长的岁月里 .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坷

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绵的盛事。它和以直 ，健以稳，

文而质.博而精 ， 大而弥德 ， 久而弥新 ， 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

族文化之林。

任何 一个民族的文化 ， 却论东西，不分大小 .都有 t 自

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已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

它自已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埠 。 准乎此，任何一个 民族

的文化，都有它奇在何发展的天赋权利 ， 以及尊重异质文化

同 等权利阀人间义务。岳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 ，来推动自身发展 z 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

点 ，来{罪证自己的存在 ，结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 ，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悻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聋，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 ， 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

皮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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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本《中华 文化进志 >> ， 便是我们肯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布

世界做出的奉献 。

《中韭文化通志 》全书 共十典百志 。

唐人士土佑著4通典~.事 71] 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命为八

大 ! 1 5是."每事 以 类相 A人，举其始终 " , j}- 求做到"语备而 理

耳 . 例明而事 中.举而措之.如指 i者掌" 。 4 1晶典》的这一编革

方法 ， 为我们所借用。《 中华文化通志》分为 十真 历代文化

沿革费、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 文化典、教化 与礼仪

典、学;j(典、科学技幸典、艺又费、宗教与民俗典 、中 外文化

吏流费 。每"典"十"志"。历代:ic 1t 沿 革典十志 ，按时序排列 .

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侣，按

黄河流域 、 "::il流域、珠江流域排列 。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

土按语系分类排列 。 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 E 与厌边且

世捍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在志.俱接内容

排列。

京 人郑樵《通志 · 总序 F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

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事关系到发掘

历 史 鉴戒之所在 ， 所以 ，编辜者不能徒以词最为主、考据为

学，而应在 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

所 归"，最通史家风，而"白为经纬，成一家言"， (章学诚《叉

Jt通文 ·申 郑和

本书 以典、电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 e 唯本

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请事，其编攫特色，可

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总，.
3 

"类"者立案.全书十典 ，各为中华文化一大 门 委;每典

f右，各为大 门 类下的一个方面 z 每志 中的"编?章川节 "

"目" ，亦或各成其是 u如此依事立类 ，层层分疏，既以求JI;纲

目分明 . 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 . 由道以行 .悍著者、读

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辄得珠.自在悠游 。

" 1罩"者贯通. 书中所述文化各端 ，于 以类相此时 ， 重举

其始终.察其源流 ， 明基因草，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 ，无不

由几及显， 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6弄清

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渍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

t 内 在本质 .摸索到了 它的未来趋势 。

"通"者 ii二遇 。 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J!j态的 ， 制度彤

在的 ，还是观念形恶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

念的 ，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 ; 而介乎二者之间均制度 ， 固

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 临天下，使'$lJ 之

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 ，也互相渗透，左右连

手 ，使整个文化呈现出 一垣斑斓缤纷的色彩 e 中华文化是境

内古今各民族丈化交融激莲的硕果;境排许多不同神 的文

化 ，也在其中精芜杂存 ，若现若隐囚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同时 ，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 ，爬梳剔理.坯

t 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正通"。

"通"者会通 。"合"字，原 文为器皿的盖于，引申 为密 合;

现在所说的"悼会"、"领舍"、"全心"、"心领神会"等.皆 由此

得义 j 中华文化通志 >>f斤求立通 .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

悟 . 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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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 华文化通志 》佐以探梅旨趣之所在。是m5 非

耶 ，如我罪载 ，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

《 甲华文化通志 》由萧克将军创 意于 1990 年 诅 1991 年

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 1992 年组成编事委员

会。十要王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 E . 主持

这一安大的文化工程 。 1993 年 1 月 和 1994 年 2 月 . 全体作

者先后齐革北京 、 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费忘体

例 ，切唾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 @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 次

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

作等问题.进 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 了创 造性构思

如奋斗式劳作。主主项有意义 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 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 。 辅委会#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

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 if弃，并组扫了高水

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 、校 对 队伍.使百卷本 4 中华 文化通

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 的全

体成 员 带若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

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 ，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平足

之处给于指正。

4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书分土、 1 两草，概述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工商制度 以及与之

密切相关的国家工商政策和管理机构、货币金融制度、二商在收制

度、市场管理制度和行告商会制度等的变迁过程.

中国古代工商制度的主要特征在于官营工商业的在达和对私营

工商业.尤其是对流通领域的严格控制 .且 思想和行动呻王要倾向上

肴，历朝政府忌 是要直接掌握尽可能多的工商业部 门 .龙键是那些有

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部门，并以制度规定纯形式.力图使其经营

享有特权，以取得和保持垄断地位 .这些情巩造成固革在某些方面的

制度安 ~， (如市场制度、商程制度 等)远较西方中世纪理营和完善.

中国近代工商制度的建立不是自发地在传埠社会内部进行的.

而是在判来的影响下，由左边的资本主义国家移植的.中国传革文化

的主导方面和叫"抑商"为 桩吨的经济思想 . 同西方 H私有财产权利

为基础的创新企业精神是梧掉不入的.这种不相容性使 中 国传统工

商制度向近代工商制度的转变遇到困难.需要比近代工商制度的母

国可出更高的戚本和代价. 西方工商制度的传人是中国社会的一大

进步，但是t的滞后性和不彻底性，则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重

要原因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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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工商制度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工商制度的主要特征在于自由工商业的发达和对私营

工商业.尤其是时她通领域的严格限制.从思想和行动的主导倾向 t

看，历胡政府且是要直接掌握一些工商业部门、尤其是有关国 í I 民生

的重要工商业部 1'1 (阳盐、铁等) .井田制度规足的形式.力图使其经

营享有特权，以取得利保持垄断地位.从而造成在这些方面国家的正

式制度安排《如市场制度、商税制度等〉远校西Ji的中世纪续密相完

善，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私营工商业者在国

家政权的压抑下，社会地位微贱.并植少横向的联系和自由的组合，

所以非国家法律姐定的 、社金塾约性质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十

分棋王. 长期以来中圈工商业者已经逐渐习惯于时中央集梗政府的

服且租依翰，除了以I的i蜡共菜为姐带的家庭和宗在协作某某90. 他们

准于接受任何白治联合体的制度约束 .

(一〉 官蕾手工业制度的发达

中同古代杜会的 个主要特征是较早地建立了中央集枝的官僚

国军制度.中忠和地方政府具高远较西方巾世纪各国王室相领 I ê J ι 

泛的经济职能，直接经营 f- T业是其诸多给神职能中的 个重要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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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在中同古代社会中.官营于工业曹逐步串成丁 个相当完整的生

产和管理悻系，以及相应钳制度规定 .

国家直接经营手工业的日的除了满足皇室、目府的直接捎费需

要外.主要还是从圈家的财政需要出发，因为j主样可以使利税告

→.增加收入-保证中央租地方政权饥构建立在充裕的经济基础之

上，

官营手工业由f其技术先进、贤金克楠、分工精细和规模经济 ，

在中国古代手工业提展史上曾发挥过进步作用 . 但随着生产力和商

品经济的发展，其对生产发展的束缚和自身的弊端日益暴露，尤其是

管理的腐附和匠籍制度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封建社会后期官营手

工业逐步衰退。

官营手工业的强大和垄断地位，使中国在营手工业的发展较之

西方事丁→层严重的障碍.无培从市街、劳动力 、资金，还是从技术设

备方面，它都使民营手工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二〉 农民家庭副业 私营手工业存在的主要形态

就经济组织的形式而言.西方中世纪于工业的典型形态是行会

控制下的以师徒关恶为基础的城市个体手工业，而中国封建社会中

租营于土业的主要再在革态.则是在民的家庭副业，尤其是到明清时

期这种梧局更加显著。虽然城乡独立手工业者的生产也在发展，但其

在全部手工业中的地位 ， m~始终在家庭手工业之下.而且与西方不同

的是.中国城乡的血立手工业者是以家庭关革为基础，而不是以师徒

关系为基础 .

西欧中世纪的初期.除了一些庄园内不能生产的手工业晶如盐、

懂等主夕 ，结织、 食品加工、农具和各神日常生活用具都是由农奴的

家庭手工业生产出来的 ，后来由于城市的摆起，具有手艺的农奴向城

市集中 .于工业逐步由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变成丁独立小生产者的专

业.由于世代相承.使生严技术曰趋熟练和精植.在行会制度出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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