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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的生产，传统经济的主要成分主要是农业经济，其主要
特点是小农经济的运作方式，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脱离不了农业。中国文化历史悠

久、博大精深。她植根于中国这块特定的"土壤"中，受到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宗法伦理、
农业经济及其小农生产方式等背景的深刻影响，表现出典型的生态型农业文化特征。传统
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固与社会思想文化相得益彰，中国传统社会在这两者的互动中绵延和发
展。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背景诸要素中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因和特征，以期获
得农业社会经济背景与文化的关联。当然，对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环境背景进行探讨，无疑
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只有从全部背景中选择可能决定事物方向的主要方面及脉络来把握问
题，再进行多向整合，就可能抓得问题的要领，得到环境背景与思想文化乃至现实的联系

才会成为可能。  

一、自然地理环境为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决定了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农业社

会文化的自然、物质基础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存在着自然（或环境）、人类（或民族）活动、文化（或制度）这样
一个不可分的三角关系。起初，环境决定着人类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后来，人类的适应性
和智能化活动有对环境产生重要作用，由此生出文化和制度，也由此引来社会变迁。就世
界范围而言，耕种和畜牧业决定着人类早期的农业文明，只是因为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各
地区走不同的路。总体上来看，在环境条件适合的情形下，与畜牧业相比耕作农业对于人
的生活来说会更便当。农耕能便利的获取食物，有较多的生存机会，对人口的承载力和支
持力高，温热的气候条件，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有利于人们进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人

类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发生在南方温热带地区 (1) 。中国由于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
和优越性，为农业经济（尤其是耕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因此造就了农业文
明，为农业文化的生根发芽和成长奠定了基础。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欧等国也因其自然
环境的特点取向畜牧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主的异型农业文化，这应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一个重

要源头。 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为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南
北纬度大，热量资源沿纬度分布呈地带性差异；第二，季风气候，东南部水源丰沛，形成

温暖湿润气候，其突出特点是雨、热同期，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集中在作物的活跃生长
期内；第三，地形起伏多山，热量、水分资源以及植被和土壤类型，随海拔呈带状更替。
其中气候是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然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影响气候；支配中国
气候的三大因素，强盛的东亚季风气候、大跨度的经纬差和悬殊多变的地形，它们的综合
作用，形成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区域，其中季风区占全国总面积

的47.6%，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5%，华夏文明起源发展于该区。季风区 (2) 的气候
特征，雨热同季，四季分明，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其土壤特点，南方酸性粘重，北方碱
性松细，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该区光热资源丰富，黄河长江流域夏季时间长，温度高，

作物生长活跃期较长，黄土高原4-6个月，下游平原则长达7个月，与长江流域相当 (3)
。丰富的光、热、水资源给黄河、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带来便利，这就是种植业（水

稻）发达并占农业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占据了传统经济的

主导。 自然地理环境这个人类生存的初始条件的不同，会带来物质及生产方式的不同，
也终究会导致整个文明的差异。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其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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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纬度地带性，表现为面积广大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温度偏
低，冬季温暖湿润，雨水多，降水均匀，空气湿度大，有效积温较低，土壤粘重，酸性较
强，肥力低。除南部利于耕作和种植谷物外，其它地区，尤其是西欧，要么水土不适，要
么光热不足。但西欧的气候却有利于牧草的生长，这使得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占据了农
业经济的主导地位。畜牧业为主导的社会导致游牧生活，游牧是人的生活与为了寻找水和
草而移动的家畜群的运动相一致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由人和家畜群的共同关系所构成。
游牧一般是以村落为根据地进行有规律的季节性迁移，也有的比较自由，规律性不强，人
们对于自然表现出主观积极的能动态度，这与以耕作为主的农业社会相比，人口密度明显
地小，社会组织关系也相当不稳定。人们不过分地依赖自然条件，也没有固定的思维模
式。古希腊由于其四周有半岛，大陆环绕，海岸线绵延曲折，对航海十分有利，航海导致
商业贸易的发达，生活新奇富有刺激；对自然的依赖性在海洋民族心理上不断减弱，从而

冲击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时期具备的思维倾向 (4) ，使原本直观、整体的思维取向不

断减弱以至渐失根基，结果是强调人的主动性，突出人对自然的征服。  

就农耕而言，种子作物和营养繁殖作物栽培以及种麦型农耕与种稻型农耕也会有很大差
异，其支撑的社会和文化也有显著的不同。种麦型农耕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会出现
耕地和休闲、放牧交替进行的混合农业，这使得人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事其他行业，自
由想象和思维的空间也大一些；水田农耕以水稻耕作为中心，就会产生社会性的、宗教性

的有力、统一的"种稻文化"。其对水利的较高要求促进了村落共同体的统一。另外，在农

忙季节常需换工协作，这样就形成了多种共同劳动的惯例。从这种背景来看，中国的"种稻

文化"更倾向于整体配合协作。因此，"种稻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强化了农业生产运作及

其思维的固定化。  

农耕的物质基础是农作物的生长，它是由种子-植株-种子构成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
个过程具体包括播种、萌芽、生根、长叶、开花、结实等多个环节，人们对这一周而复始
过程的认识和关注以及社会生产生活上循环运作，自然会产生对自然的依赖、与自然合
拍、循环观、取中思想等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这无疑又强化了人们对于农业经济的依
赖。再讲，粮食谷物（早期主要是小米和水稻）的生产必须要遵守一定的季节（气候），
所以人们又必须关注自然物候、四季更替、气候变化、生活节律以及日、月、星辰的位置
移动，农业生产实际上就是要把农作物生长与季节对应起来，人实行调控，才可获得好收
成。由于农业生产、农业自然经济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农业生产的运作就必须要同天地
自然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人们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人们又总是把自己看作生命自然的一
部分，从氏族时代起，人们就必须为社会性生存目标和应付环境的挑战而齐心协力，做到

人与自然相适应，从而巩固人、社会、自然一体化的观念 (5) 。这样一种整体的生态
化观念，反过来使人们牢牢维系在农业生产上，从事着周而复始的小农生产和以传统农业
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生活。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导致了农业文明，农业文化由此生根发

芽，农业文化具有典型生态意味。  

二、以自然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经济长期稳固，铸就了早熟的典型的生

态型农业文化  

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干，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靠天"，农业生产对天地自然的依
赖性，越是往前，表现越强。适宜的光热、雨量以及土壤环境是农业耕作的必备条件。对
自然及土地的依赖，容不得人们有过分的举措和非分的想法，人们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交

流、交往较多的限于宗族亲情之间，重"和"重"仁"的人际关系，培养了人们的"中庸"性格。
也由于对自然的依赖，一旦遇上自然灾害（水旱灾、虫灾等），农业生产就会遭受致命打

击，久而久之就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现实生

活中，则多取向"知足常乐"、平安、宁静的生活。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看，小农经济思想
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是专制社会政治得以稳固的基础。在各种条件约束下，农民既勤奋耕
作，又安于天命。总是在不可抵抗的自然环境中，围绕田块、吃饭、睡觉转圈子，农业生
产周而复始，人生老病死，循环往复，没有新意与刺激，生活封闭、单调、形式化。小农
经济的主要经营者是农户家庭，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其经营的唯一动机是如何在有限的
土地上得到较好的收成，以达足食饱暖。农业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在生产中首先要处理好
动植物与外界环境即光热气水土肥的关系，做到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也就是动植物与外界
环境的协调统一是农业生产的保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要求崇尚经验，培养了人们爱好和

平，礼仪为重，互帮互助的性格。这和欧洲人"好斗"性格以及"战争是万物之父"的观念极
然不同。一个是寻求和平、安宁；一个是征服和扩张；这种民族性格、心理和观念的不同

会带来文化的差异，导致各走各的道。  

传统农业经济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经济，它必然受到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的启迪。农业生
产、农民生活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协调，农民尽可能少地干扰农业生态系统（农田、旱



地、草原），使其近似于或顺应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演替，这样，农业生态系统就
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保持和修复功能，这种生态智慧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统
一。当然，这也是由人口密度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以及实用性的最大追求原则所决
定。也是基于农业初期这样的一个事实：早期的火耕农业和草原牧场的利用这两种农业系
统，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运转良好，在各种生态环境下几乎都可以通过较少的劳动投入来
获取食物。在农业的大部分历史中，农民依靠土地、自然能（太阳能）和生态智慧进行着
生产，这是一种良好地生态适应体系，对于先民来说，生态适应体系就要在一定程度上被
打破，人们必须在同样多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农业生态系统不稳定的因素就多起
来，对于耕作农业来说产量低、病虫害、水旱灾害等问题就更加突出，人们就必须增加劳

动投入，采取措施，以求得生存。对此，中国先民采取"杂五粮，以备灾害"的作物轮作间
作套种等种植措施，并注重以耕作的方法和生物的方法（自然的）以及积肥进行养地，采
取农业的生态的方法防治病虫害。兴修水利，提高复种指数，以艰辛的劳动投入，自然合
理的生态观，进行精耕细作，与自然灾害抗争，获得相对稳定的收获，满足需求。也就是
说，小农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仍然以与自然相协调统一的生态观来实行自救，明知
违背自然的做法或掠夺性生产是走不通的，自然合理的生态观是小农经济能够自我维持和

相对稳定的重要前提。小农经济与自然生态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  

农耕要求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要与天地自然相协调、相一致，这是一个"天律"、"地律"，
不可违背。农业走向天地人物协调统一的生态化道路 (6) ，久而久之，这又必然贯穿

于人们思想观念实际行动之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可以用"农业生态化

的泛化"来解读。在思维层面上，其总体架构是"三才论"、"天人合一"、天地人整体系统思
维，其思维观念取向是气、阴阳、五行、圜道、中庸等，总体上趋于混沌模糊、实用、直
观、系统和整体；在社会生活生产实践层面上，人们依存自然，注重于务实，重视传统和
经验；心理上趋向于自足、乐天、均和、知命。因此，不论从农耕文明自身，还是从由它
引导的观念、思维、文化来说，都反过来规定着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农业经济的长
期稳定是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结构与其培植的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社会在农业经济和由它引导的农业文化相互作用下绵延发展。 几千年来，汉民

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长期稳固，农

民种庄稼的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文化或许可称之为"乡土文化"或"五谷文

化"，总之离不开"土"和"谷"。美国农业科学家金（F.H.King），曾于中国、朝鲜、日本调

查农业，著有《四十个世纪的农民》 (7) 。他以土地为基础阐述中国文化。认为中国

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生，食物取之于
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人是这个循环的一

部分，不与土地相对立，而是协和的农业 (8) 。五谷文化的特点是世代安居，人以土

地为生，土地不能移动，人们跟着定居，聚集在一处，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即"生于斯，

长于斯，终老于斯"。这无疑会强化"家"的观念及其运作。在农业生产中，季节气候、农作
物生长、农事活动（耕作栽培）周而复始。人与土地循环往复，如此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
生态化模式，它由中国社会各种情况广泛博弈的结果，乡土文化、五谷文化等是这种生态

化均衡机制下的必然产物，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生态型文化"或称之为具有生态意
味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中蕴涵的力量可能是一种可取的

视角 (9) 。  

三、农业经济培植了特定的宗法伦理制度，两者相得益彰，为农业文化的生成发展奠定了

社会基础  
在氏族部落（团伙）时期，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人们的相互协调，而不是依靠权威或制度
化的规定，协调性、互酬性和平等主义在小规模的社会中（部落）也可以极其自然地发挥
社会化、政治性的机能，原始思维及思想文化在本质上趋同。进入农耕阶段，由于生产力
和人口支持力的显著提高，产生了固定的村落，并相继发展了以瓦器、陶器和机织为主的
多种技术，在社会内部出现了不直接参加生产的商人、贵族、战士和其它人员（如占星
家、祭司等），人类社会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进化，其思维根基、思想文化主要源于农业生

产实践活动。农耕要依赖顺应天地自然，人们必须直接面对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由

此构成社会文化及宗法伦理的基础。  

新石器时代，最古老的一些农业文明区已构成原始部落社会，此期为巫术和祭司统治的阶

段，以崇拜太阳为主要文化特征 (10) 。对太阳的崇拜可能是表达了人对自然（太

阳）的强烈依赖，农业生产社会生活离不开"天"，这体现了原始的天人关系。新石器时代
晚期，中国已有的农业文明的痕迹，其中仰韶文化区遗址数量最多，表现的文化程度也最
高，发展较速，成为重要的一支文化。而黄河流域就成为后来的主要农业文明区。如仰韶
文化区的西安半坡发现有成堆的小米，河姆渡文化区以及汉水流域发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
等，表明了先民对干旱和水、热等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农业文明的产生就是人对自然的适



应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受自然环境严格约束的社会经济状况，无疑会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政

治宗法观念制度的产生。  

夏朝世袭制代替了氏族"禅让制"，财产私有制破坏了公社制度。商朝进一步发展，等级、

阶层进一步区分 (11) ，国家 (12) 也随之产生。国家虽由国王统治，但却更

象"巫史"政治。巫史从不同侧面代替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国王事无大

小，都得请鬼神指导，也就是必须得到巫史指导才能行动。《尚书·洪范》中讲国王遇疑难

之事要与巫史商量大体可信。《礼记·表记》也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

礼。"商王遇事必卜，表示自己的行动是符合天命神意的，崇拜鬼神，祭祀祖先，沟通权威
与天意，这是天人沟通的政治体现，实际上也是商人对自然现象不可抗拒的一种敬畏心
理，企图不违背自然行事。把人置于天地自然的大系统中，农业生产实践纳入天命神意之
中。在科学文化方面，占星术最发达，历法水平高，历法在当时具明显的政治功能，当然
历法的进步同时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实践及人们的行动要符合天命神意应

该是政治伦理的最初表现。  

周施仁政，行分封制，农业经济运作以土地为枢钮，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任

何人取得贡赋，土地的授予和接受之间靠贡赋和服役来联结，形成庶民-诸候-王子的贡

赋，王子-诸候-庶民的土地授予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农业劳动者成了小私有经济生活的主

体，小农经济因此产生 (13) 。农夫一家人世代附着在这土地上，离开土地不能生
活。这种格局无疑会强化民、臣、君之间以及子、妻、父（夫）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便

是"家族式"制度的建构和伦理本位。统治阶级，尤其是天子，持有代天保民思想，"惟命不

于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等，认为要永命必须保民，要把民心看作天心所
自出，民心是政治好坏的镜子，民为天所生，保民即敬天，皇天上帝是丞民的宗王，上天
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作天子，天子不称职，皇天上帝就要改选他人。周代敬天保民思想，

实际上是商代"巫史政治"的翻版或是它的深化和延伸。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大动荡、大变
革、大发展的时代。形成了政治上七国剧战和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格局。儒家是尊礼（周

礼）、德治仁政的"仁学思想"，承认"天命"，天是最高主宰，天被当作有意志能赏罚的人

格神，要敬畏天命，安于命运，人要顺应天，做到"天人合一"，反映到农业生产实践中，

就是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周礼的继承和发挥。道家以"道"为最高哲学范
畴，道是自然法则，是万物本原，先于天地存在，它强调对立双方存在于同一体之中，关

怀自然，讲"无为"，道体现了对自然的崇尚，强调人和自然和谐，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

与我为一"，指出人类的（自然的）生存智慧。法家强调统一专制，否认道法价值，比较极
端，受帝王欢迎，也为秦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重视现世、关心社会，儒家文化占据

了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它继承了周礼那一套，其尊天、敬礼、伦理政治以及"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对后世影响很大。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农业，中
国农学乃至技术以及农书的刊行等，都曾领先于世。农业经济发展早，比重大，人口多，
这种传统经济造就了农业文化的早熟。民以食为天，农业稳定、农民安居则国家稳定、社

会安定，重农重民思想以及与此相应的思想文化便成了农业文化的传统。  

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状况要求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主要
特点在于其血缘宗法制度。血缘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结合方式，中国的社会
组织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父子、夫妇、君臣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从整个历史来看，像是一种"家邦"式的建构，抑或是"家长式"的国家社会组织，其制度或

许可称为"家国制"或"家国主义"。具体来讲，社会组织关系就是"五伦"，五伦即君臣、父

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君臣"拟父子，"朋友"拟兄弟，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血缘关

系，是一种广义的"家"。国家、社会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家"的运作。中国家族制度在

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是世界闻名的，中国老话说"国之本在

家"，"积家而成国"，认为家为组织单位。中国的社会组织，轻个人重家族，先家族而的国

家。正如卢作孚所说："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

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 (14) 。究其原因无疑与农业自然经济有
关，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只需简单的一个家庭，其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纵然有时超
越了家庭范围，也只是家庭关系的扩大或延伸。农耕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稳定，人口支
持力显著提高，村落比较固定，各种工艺技术也会应运而生，社会分工的产生也会迟早到

来，有分工就有协作，传统的"家"就得到巩固和延伸。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会导致以家
为本位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结果是一切社会组织都以家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由五
伦联系着，确定着。中国的五伦就是中国社会组织，离了五伦另无组织，把个人编入这种
层系组织中，使其居于一定地位，而负起那个地位的责任。中国实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

脱胎于宗法，其基础是道德礼教礼常，可称为"孝的文化"，孝即伦理。这种伦理关系形成



一个网络，每个人只是一个网结，这可比拟为"生态关系"，与"天人合一"、"三才论"等思想
是切合的，它从特定的自然、社会经济、宗法伦理制度而来，但它一经形成，就影响制约
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生产实践，政治上的伦理化或者是生态化政治，农业的生态

趋向，小农经济的持续稳定等等都与此相关。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是一种"泛
生态化"的建制，社会经济与政治宗法伦理制度互相促进是传统农业经济乃至农业文化得以

维持稳固和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营造了生态化的农业文化。它是自然环境条件、政治宗法伦理制
度、社会经济状况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互动中绵
延发展，几千年没有改变。我们不能割断传统与现实的联系，要重视国情，以历史与现实
相结合的观点看待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与其思想文化，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文化空前
冲撞融合趋同的视野下，构建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体系，寻求区域、国家乃至国际整合

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注释：  

（1）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74-75页。  
（2）中国农业文明主要发祥地黄河、长江流域属于该区。一般认为，新疆、柴达木盆地中
西部、藏北高原西部、贺兰山、阴山之北的内蒙古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区，其他地区都是季

风区。  
（3）林之光等：《中国的气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423-424。  
（4）笔者认为，原始农业时期，人类思维趋同于整体、直观。对此，本人将会有专文论

述。  
（5）胡火金：《天地人整体思维与传统农业》，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4期。  
（6）F.H.King："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permane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Rodale Press,Lnc.nt.参见费孝通：《学术自述和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7）参见费孝通：《学术自述和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  
（8）梁淑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必有一巨大力量蕴寓其中，但此伟大力量何在？众所周

知，西方人什么"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似乎有谈不上什么科学体系，始终走不上科学之道
路。经济力量似乎也不然，农业社会古朴不变，不擅发财。中国在诸多方面显得文弱，消
极无为，崇尚和平等等，说不上哪个地方显示了力量和强悍。中国文化中肯定有一种伟大
的力量，但却指不出力量何在，太怪了。参见梁淑溟：《中国文化要术》，学林出版社，

1996，6-7。  
（9）林德宏，张祖轮：《东方的智慧》，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78-82页。  
（10）商葬有俯葬、仰葬（赔葬）之分，人分出等级。 
（11）甲骨文国家作"口戈"，意即用武力保卫人口。  
（12）授土授民后，土地臣民名义 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事实上，受土受民的人有权利割

让或交换土地，等于私有了，公田仅为装饰，随即废除。  
（13）卢作孚：《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转引自梁淑溟：《中国文化要求》，学

林出版社，199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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