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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叙述了家庭衍变的历史，以印第安人的普那路亚家庭为群婚时期家庭的典型形

式。但由普那路亚家庭不能直接发展出一夫一妻制家庭，还需要中间环节。恩格斯认为，布列吞人由 &" 至 &! 个兄弟组成

的家庭可能正是这种中间环节，但恺撒在日记中叙述不详。笔者根据《后汉书·南蛮传》所载秦兼巴后巴的氏族承担的赋税

税额，推导出巴的氏族中当时尚有包含 &" 个以上妻子的家庭，这与布列吞人由 &" 至 &! 个兄弟组成的家庭属同种家庭结

构。而姜寨聚落遗存中的五个房屋群落，则正是这种家庭存在过的实证。

巴的氏族内的五个群体家庭

与姜寨聚落遗存中的五个房屋群落

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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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秦兼并巴时对巴的氏族的君长征收赋税的税额推算出了巴的氏族的纳税人口，又由这

以后减免氏族赋税的条款推导出的氏族中还存在五个与群婚相适应的群体家庭!。巴的氏族中的五个

群体家庭与姜寨聚落遗存中的五个房屋群落的一致，揭示了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都由对偶同居的夫妻

组合构成的群体所组成，是由群婚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的中间形式。以 !*& 个纳税人口为框架所设

计的三个表，说明了群体家庭人口的蕃衍变化，以及氏族内人员的流动，揭示了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氏族

内五个群体间人员的自行运转与相互调节的机制，也表明了巴的氏族内五个群体家庭的推测有其真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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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的氏族

公元前 /&* 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伐蜀。秦伐灭蜀国之后又拘执了巴王，迫使巴臣服于

秦［&］（0 ,/!）。秦在巴采取了以下施政措施：其一，“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秦继续保持巴氏

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并给予世尚秦女的荣宠。其二，“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爵”原指氏

族世袭的首领，“比”原是周代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按《周礼·地官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

族，周的“比”原是社会基层的单位，这里指氏族。“爵比不更”，是说巴的社会基层组织氏族及氏族

的君长的职位维持不变，但如果不遵守秦的法令，将予撤换。其三，秦向巴的氏族征收赋税，其君长

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以上施政措施见于《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章

首。这是我国史料中惟一能够找到的有关氏族及所承担赋税的记载。

秦的赋税有田赋与人口税。秦自商鞅变法起，便对税制进行了改革，遗憾的是史籍中没有秦民

承担赋税的税额。巴的氏族所承担的税额可能是史籍中惟一保留着的秦的赋税的数据。汉代典章

制度多承秦制，汉的税制乃至税额亦可能承袭秦代，只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汉代的赋税亦分

田赋与人口税。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称为“算赋”。《汉书·高帝纪》云：“四年八月，初为算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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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汉代对巴民亦

征收算赋，《后汉书·南蛮传》板盾蛮章在叙述汉对跟从刘邦返伐三秦的板盾七姓不征收租赋之后，

接着指出：“余户岁入 钱口四十”［"］。汉民的人口税为“百二十”，对巴民只征四十，只及汉民的三

分之一。

秦代的赋税以氏族为单位向氏族的君长征收，汉代的赋税以人为单位向户征收，只要这两个时

期人均承担的赋税是相等的，那我们便可以推算出巴的氏族的人口。秦钱为半两钱，重 !" 铢；汉钱

称榆叶钱，重 # 铢，只要都折算成铢，便能计算。

!" 铢 $［" %!& ’（! (%% ) #）］* #! #+" 铢

#! #+" )（# $ ,%）* "&!（人）

这样，我们由秦时巴的氏族所承担的赋税税额，推算出了这时巴的氏族的人口为 "&! 人。氏族

的人口有多有少，不可能都是 "&! 人。但秦以 "&! 人对巴的氏族征税，人数也不是随意定的，应参

照巴部落中大部分氏族的人口数，应接近巴部落氏族人口的平均数。

二、氏族内与群婚相适应的群体家庭

《后汉书·南蛮传》叙述了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巴民射杀白虎的事。秦昭王减免板盾蛮夷的赋

税：“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租是田赋，算是算赋，即人口税。按减免算赋“十妻不算”的条

款，说明当时巴的氏族中还存在包含有 !% 个以上妻子的家庭。按条款，只有 !% 个妻子，则应免除

这种家庭的算赋，可见，一般家庭的妻子数是远较 !% 个为多的。那么，这种包含有 !% 个以上妻子

的家庭，究竟是怎样一种家庭呢？显然，我们不能用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夫多妻的现象去解释。

皇帝有三宫六院，达官显贵有成群的妻妾，而一般的人们是只能满足一夫一妻的。可是，在巴部落

中，这种有 !% 个以上妻子的家庭却属多数。无独有偶，当秦王派遣张仪、司马错翻越秦岭与大巴山

征服巴蜀古国时，在西方的罗马，恺撒也率领远征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征服了阿尔卑斯山麓以北的

一些部族。恺撒在日记中记述了布列吞人的家庭，说这种家庭中每 !% 个或 !" 个男人是有共同的

妻子的，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恩格斯认为，这最好解释作群婚。因为野蛮时代的

母亲不会有 !" 个年长到能有共同妻子的儿子，而美洲的亲族制度（它是跟普那路亚家庭相适应的）

却有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所有的兄弟和较疏远的兄弟都是他的兄弟。恺撒说，这类婚姻群体中

也包括父母和子女，恩格斯则认为这不合群婚的制度，就当时人们的研究所知，这种制度虽不绝对

排斥父子或母女同处在一个婚姻集团内，但它却不许父女或母子同处于一个婚姻集团内［#］（- . #/）。

与恺撒所述的布列吞人家庭比较，从《南蛮传》中，我们还多得知了一些信息：其一，巴的包含有 !%
个以上妻子的家庭处在氏族之中；其二，由氏族的君长所缴纳的赋税税额，我们推知了氏族的纳税

人数为 "&! 人；其三，一个家庭只有 !% 个妻子是妻子数太少，一般家庭应远远多于 !% 人。对这种

家庭我们有理由知道得更多一点，譬如，一个氏族包含几个这样的家庭呢？

对此，我们有一种简单的推算办法。无论 !% 至 !" 个兄弟或 !% 个以上的妻子，如果组成一夫

一妻制家庭，亦应与之相当。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在自然增长中，都是以五口计算的，我们通

常也称五口之家。!% 至 !" 个兄弟或 !% 个以上妻子便可组成 !% 个以上五口之家，家庭人数应在

0% 人以上。而巴部落中只包含有 !% 个妻子的家庭还是妻子数太少，可见，一般家庭的妻子远远多

于 !% 个，因此，家庭人数应远远多于 0% 人。由此，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纳税人数为 "&% 人的氏族

包含这种家庭最好是 0 个。笔者之所以想到是 0 个，还因为我国部落所包含的氏族一般若不是 0
个，便为 0 的倍数。

《世本姓氏篇》云：“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五落钟离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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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巴部落最初便由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五个氏族组成。《史记五帝纪》云：“黄帝二十五

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隐》引《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这“二十五

宗”即二十五个氏族。周的行政体制亦以五为建制。《周礼地官司徒》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

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所以，当笔者想到一个氏族最好包含几个群体家庭时，最先

想到的也是 ! 个。

笔者的氏族内包含五个家庭的推测，虽以通常家庭人口数目为依据，但也不是精确的计算，只

是大致的推测，因此，笔者才列成表以察知氏族内五个家庭人员构成的情况，看氏族内五个家庭的

人口各需多少才能与 "#$ 人的平均人口数持平，以便检测笔者的推测能否具有现实性。此表从群

婚制家庭开始组成，到他们结婚第一年所生的孩子又达结婚的年龄为一个周期。文献称古时男性

要 %$ 岁才结婚!，到 #$ 岁时，结婚当年所生的孩子又届结婚年龄。笔者把这段时间分五个时间

段，每 # 年为一个时间段，这样可以察看一个家庭在这 %$ 年间人员变动的情况。详细情况见表 &：

表 ! 甲乙丙丁戊己家庭五个年龄段人口变动情况

一 年龄段 %&—%# %’—(" (%—() (*—!( !!—#$
二 家庭名称 己戊丁丙乙甲

三 男性兄弟数 "$ &) &# &" #
四 妻子数 "$ &) &# &" #
五 孩子年龄 &—# &—&" &—&) %—"( *—%$
六 男孩数 （&)） （%$） （""）+ # （&!）+ &% （’）+ "&
七 女孩 （&)） （%$） （""）+ ! （&(）+ ) （’）+ *
八 父亲 （"） （&）

九 母亲 ( （"）

十 兄弟姐妹年龄 &!—%$ "&—%$ "’—%$
十一 兄弟 &) && !
十二 姐妹 ) %
小计 ’$ +（%)） !$ +（#%） () +（((） (! +（"*） (" +（&(）

表中，第一横栏的数字表示年龄段。三十年一个周期，六年一个年龄段，共分五个年龄段。

第二横栏为“家庭名称”。笔者以（%&—%# 岁）年龄段的家庭称甲乙丙丁戊己家庭，天干的字须

由右向左横读，表示初建群体家庭时，以氏族内这六年出生的兄弟组成。

第三横栏为“男性兄弟数”。组成家庭核心的这群兄弟来自氏族中的四个群体家庭。他们虽然

不由同一父母所生，也不出自一个群体，但因来自同一氏族，“兄弟”是最合适的称呼。第三、第四栏

家庭初组建时，兄弟数与妻子数都为 "$ 人，远远超过秦减免巴民赋税标准中所定的 &$ 个妻子的数

目。以后男性兄弟数与妻子数都随时间而递减，至 !!—#$ 岁时，各为 # 人。

第六、第七栏为家庭中的儿子女儿的数目。第五栏为所在年龄段这群孩子的年龄。笔者以一

个女人的生育年龄为 &! 年，群体家庭年长的妻子与年纪最少的妻子又相差 # 年，这样，一个群体的

生育年龄为 "& 年。在 (*—!( 年龄段时，群体家庭中已没有 & 岁及 " 岁的孩子，孩子们的年龄为

%—"( 岁。女孩 "% 岁结婚，所以，至第四年龄段，女孩的人数开始少于男孩的人数。

第八、第九栏为群体中还健在的父辈与母辈的人数。

第十一、第十二栏为群体家庭中还未到结婚年龄的兄弟、姐妹数。第十栏为他们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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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甲乙丙丁戊己家庭进入第五年龄段（""—#$ 岁）时五个群体家庭男性人员情况

序 号 家庭人员情况

一 年龄段 !"—!# !$—%& %!—%’ %(—)% ))—#*
二 家庭名称 癸壬辛庚己戊 丁丙乙甲癸壬 辛庚己戊丁丙 乙甲癸壬辛庚 己戊丁丙乙甲

三 男性兄弟数 &* "’ "# "& #
四 妻子数 &* "’ "# "& #
五 孩子年龄 "—# "—"& "—"’ !—&% (—!*

六 男孩数 癸壬辛庚己戊
丁丙乙甲癸壬

癸壬辛庚己戊

辛庚己戊丁丙

丁丙乙甲癸壬

癸壬辛庚己戊

乙甲癸壬辛庚

辛庚己戊丁丙

丁丙乙甲癸壬

庚己戊

己戊丁丙乙甲

乙甲癸壬辛庚

辛庚己戊丁丙

甲癸壬

七 女孩 （"’） （!*） （&&）+ ) （"%）+ ’ （$）+ (
八 父亲 （&） （"）

九 母亲 % （&）

十 兄弟姐妹年龄 （")—!*） &"—!* &$—!*

十一 兄弟

己戊丁丙乙甲

乙甲癸壬辛庚

戊丁丙

己戊丁丙乙甲

壬辛庚
丙乙甲

十二 姐妹 ’ !

表 " 中的甲乙丙丁戊己群体已走至 ))—#* 岁的年龄段，跟在后边的为庚辛壬癸甲乙（%(—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四个年龄段。

在实行群婚的群体中，人的生育年龄长与群体的存在是矛盾的。依据我国古代的习俗，女性要

到 &! 岁才结婚，以女性的生育年龄为 ") 年，阶梯家庭中，年纪最大的妻子与年龄最小的妻子相差

# 岁；家庭出生的男孩，年纪最大的与年纪最小的要相差 &" 岁。如果没有一种调节的机制，比如按

年龄段划分群婚的群体，当最小的弟弟 !* 岁结婚时，哥哥已经 )" 岁，按群婚的体制，他们却要共夫

共妻。如果这个群体再维系一代，年龄最长的哥哥与年纪最小的弟弟年龄差别会更大。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说：“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 - !)）

氏族中的家庭群体按五个年龄段组织，每一个年龄段 # 年，一个群体中 &" 年所生的孩子，他们将到

% 个年龄阶梯的群体中去，这样，人生育年龄长与群婚群体的矛盾便解决了。

为了让参加流动的人员从表中直接表现出来，笔者将各栏的男孩都用天干的字来表示，如甲乙

丙丁戊己群体处于 ))—#* 的年龄段时，群体中的男孩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一个天干的字代表一个男孩，&" 年共 &" 个男孩，年龄为 (—!* 岁。

其中，甲、乙、丙、丁、戊、己为 !*—&) 岁，到下一个年龄段，将陆续进入结婚的年龄，结婚后将组建新

的群体家庭。表中已进入 &)—!* 岁的，除了第五年龄段有六个外，还有第一年龄段戊己庚辛壬癸

群体的第十栏中的甲乙丙丁戊己，第二年龄段壬癸甲乙丙丁群体的第十栏中的甲乙丙丁戊己，第三

年龄段丙丁戊己庚辛家庭的第十栏中的甲乙丙，共 &" 人。至下一年龄段，他们将进入 !*—!) 岁的

年龄段，他们将陆续进入结婚的年龄。进入结婚的年龄段便须结婚，结婚后便须去女方的氏族，只

有生子后才返回自己的氏族，那时，他们都将去到甲乙丙丁戊己群体，以组成一个新的群体家庭。

在这新组成的群体家庭中，只有甲乙丙丁戊己群体中的甲、乙、丙、丁、戊、己是回自己的群体，戊己

庚辛壬癸中的甲、乙、丙、丁、戊、己，壬癸甲乙丙丁群体中的甲、乙、丙、丁、戊、己，及丙丁戊己庚辛群

体中的甲、乙、丙，都不是返回自己在那里出生、长大的群体，而是要去到甲乙丙丁戊己群体。甲乙

丙丁戊己群体初组建时，便由氏族中四个群体中同是甲乙丙丁戊己六年出生的兄弟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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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丁戊己群体进入 !"—!# 年龄段时，氏族中五个阶梯家庭人员的情况如表 ! 所示：

表 ! 再次组建甲乙丙丁戊己家庭（!"—!# 年龄段）时五个群体家庭男性人员情况

序号 家庭人员情况

一 年龄段 !"—!# !$—%& %!—%’ %(—)% ))—#*
二 家庭名称 己戊丁丙乙甲 癸壬辛庚己戊 丁丙乙甲癸壬 辛庚己戊丁丙 乙甲癸壬辛庚

三 男性兄弟数 &" "’ "# "& #
四 妻子数 &" "’ "# "& #
五 孩子年龄 "—# "—"& "—"’ !—&% (—!*

六 男孩数 己戊丁丙乙甲
癸壬辛庚己戊

己戊丁丙乙甲

丁丙乙甲癸壬

癸壬辛庚己戊

己戊丁丙乙甲

辛庚己戊丁丙

丁丙乙甲癸壬

癸壬辛庚己戊

丙乙甲

乙甲癸壬辛庚

辛庚己戊丁丙

丁丙乙甲癸壬

庚己戊

七 女孩 （"’） （!*） （&&）+ ) （"%）+ ’ （$）+ (
八 父亲 （&） （"）

九 母亲 % （&）

十 兄弟姐妹年龄 （")—!*） &"—!* &$—!*

十一 兄弟

乙甲癸壬辛庚

辛庚巳戊丁丙

甲癸壬

乙甲癸壬辛庚

戊丁丙
壬辛庚

十二 姐妹 ’ !

按表 &、表 ! 所示，) 个家庭的人口几乎不保持增长，氏族的纳税人数少于 &#* 之数。表 " 的人

口略呈增长。表 " 括号内的数字为不纳税的人口数。如果把表 " 的 ) 个年龄段看作 ) 个群体家

庭，纳税的人数与 &#* 之数基本持平。

表 & 中所述群体家庭中，男性结婚后须到女方氏族中去生活，只有生了孩子后才携妻带子返回

本氏族，关于这一习俗，笔者是依据清代苗族人的婚嫁习俗所作的揣测。据清人陆次云《峒溪纤志》

所述，清代苗族青年是通过唱歌跳舞选择自己配偶的。每年春天来了，便举行这样的盛会，称之为

“跳月”。在“跳月”会上，有会于心，则奔焉。越月后才纳媒遣聘，然后男就女，待生子后才归夫家。

在今天看来，这已是奇婚异俗。如果我们对人类家庭的历史多一点了解，便能从中看到历史上的家

庭在婚嫁习俗上所留下的阴影。群体家庭时期，已是以男性为核心，但这之前是以女性为核心的，

其典型形式便是印第安人中的普那路亚家庭。普那路亚家庭是以一群姐妹为核心的，那时是男性

到女性的群体中去。男就女便是这种婚姻形式在苗族人婚嫁习俗中留下的阴影。待生子后才返归

夫家，则家庭已是以男性为核心，女方须到男方家庭中去了，这里反映了一次家庭革命。当部落中

的各氏族确定以后家庭不以女性为核心，而是以男性为核心时，“入赘”在外氏族的男性青年便携

妻带子返回自己的氏族。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五个群体家庭的出现，便是这一革命的最终成果。

新的群体家庭组建时，先离开自己的氏族去女方的氏族中生活一段时间，这有利于割断与原群体家

庭的联系。但这不是人为的设计，因为这么做有利于新群体的组成，所以作为习俗保留了下来，在

苗族人那里则保留到清代。巴民的习俗公认与苗族人是相通的。

三、巴的氏族内的五个群体家庭与姜寨聚落遗存中的五个房屋群落

&* 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仰韶文化遗址被大批发现，其中以姜寨一期遗址保存最为完整。姜寨

聚落一期遗址中的五个房屋群落，正好能印证笔者关于巴的氏族中存在五个家庭群体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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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寨的房屋依据大小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小型房屋。小型房屋平均为 !" 平方米左右。迎门正中有一火塘，作煮饭和取暖之用。

房间只能住三至四人。从室内有火塘、有整套的生活用具、乃至粮食加工工具和少量的食物储备判

断，这是一个小家庭。这样的房屋，各个群落都有 #$ 所。

第二类，为 #$—%$ 平方米不等，我们称为中型房子。房中同样设置有火塘，并有很多器具，不

只可以住宿，也可以在里头做饭。床位往往分为左右两半。

第三类是大房子，面积远较中型房子大。室内有火塘，火塘两旁有低平的方型土床，可以住

#$—&$ 人。土床后面还有很大的空地，可以集会议事，乃至举行节日庆祝或宗教仪式。

大房子与中型房子在五个群落中各只有一座。大房子与周围的中、小型房子便构成一个群落。

姜寨聚落明显地分成五个这样的群落!。

现在，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让表中巴氏族的五个群体家庭住到姜寨聚落的五个房屋群落中

去，群体家庭初组建时，都是 #$ 对夫妻组合，姜寨聚落的各个房屋群落的小房也都有 #$ 座，也正好

住得下。

依据图表，至第二年龄段结束时，结婚第一年所生的孩子便已经 !# 岁，早就不该住在父母的小

房中。那么，他们去哪里歇宿呢？男孩可以去大型的房子，女孩可以去中型的房子。群体中男孩、

女孩的数目本应是大体相等的。女孩到 #& 岁便要出嫁，男孩要到 &$ 岁才结婚，所以到第四年龄段

与第五年龄段，群体中的男孩数便要多于女孩数，从表 ! 中可见，第四年龄段中，& 岁至 #% 岁的男

孩有 #’ 人，女孩则只有 ## 人；到第五年龄段时，( 岁至 &$ 岁的男孩有 #’ 人，女孩只有 !) 人，所以，

笔者认为，大型的房子是给男孩住宿的。大型与中型的房子中都有火塘，可以供失去父母的孩子在

里头烧饭。女孩子结婚，与她们结婚的都是氏族外的男青年，而按当时习俗，他们须来到女方的氏

族中居住，只有生了孩子后，男的才带着妻子、儿女返回自己的氏族。那么，女孩子从结婚到随配偶

离开自己氏族之前住在哪里呢？初组建时，是 #$ 对夫妻组合，但到第二年龄段结束时，已有四男四

女死去，便可以空出四间小房。虽然死去的四男四女不一定是四对夫妻组合，但余下来的孤男寡女

又可以组成新的夫妻，把小房空出来。今天西南少数民族中还保留着这样的习俗，哥哥死了，弟弟

娶寡嫂为妻，那是无须征得寡嫂同意的。弟弟死了，哥哥也同样可以娶弟媳为妻。笔者以为，这便

是群体家庭中兄弟对对方妻子所拥有的权力。

我们看到，姜寨聚落这种小型房屋与中型、大型房屋组合的结构，正好可以让巴的氏族中的五

个群体到里头去居住，无论是成对的夫妇，还是男孩女孩都有了自己的住所，好像这种结构的村落

是专为巴的五个群体家庭设计的。前一章中，我们对巴的群体家庭的结构形式所做的推导，对理解

姜寨聚落的社会结构，也会有所帮助。

另外，还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

其一，居住在小房中的那一对，还不同于今天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的夫妻。由小房中有火炉，有

炊事用具，有谷物加工的石磨，甚至还发掘出人储存在器皿中的剩余的谷物残迹，我们很容易想到

居住在里头的是一个小家庭。最小的小房有 ( 平方米，可以住三至四人，大的有十六七平方米，可

以住五至六人，父母可以跟孩子住在一块；但到一定的年龄时，小孩便须离开父母，到中型或大型的

房子里头去歇宿。对这种小孩到中型或大型房子中去歇宿的制度，我们不能只从小房太小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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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小房太小，人们会把小房建大，甚至还可建成两间、三间乃至四间的。像大河村聚落，在一

排排的房屋中便有两间、三间乃至四间的。这样，一个家庭也就像今天一样，可以住在一个屋顶下

了。巴的氏族中的五个群体家庭的社会结构形式告诉我们，这种到一定年龄孩子便须到中型或大

型房子中去歇宿的习俗，跟五个群体家庭的机制是一致的。居住在小房中的那一对虽然已能算夫

妻，但还不同于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的夫妻，小房只给两人过夫妻生活提供了一个空间。按五个群体

家庭中人员流动的制度，孩子结婚后不一定回父母所在的群体，会结合到他的年龄所属的群体中

去，群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的这种调节机制，既阻止了夫妻二元家庭的产生，也阻止了氏族的五个

群体发展成独立的个体。

姜寨聚落的五个房屋群落中，小房都是 !" 座，也说明了房屋群落之间存在着这种人员的调节

机制。当然，在自然增长态势下的五个房屋群落发展是不平衡的，人员会有多有少。

其二，姜寨聚落的五个房屋群落围绕着一片 # $"" 平方米的广场，门都朝向广场的中心。南边

的房子，门朝向中心广场，冬天不仅照不到阳光，还要迎着北方的冷风。这种向心内聚的聚落格局，

本不合建房的科学，但它又成为这一时期聚落的特点，如陕西宝鸡北首岭，甘肃秦安大地湾甲址都

是如此，就是辽宁兴隆洼遗址，也是众多小房围绕着中心广场的两座大型的房屋。人们认为这种聚

落格局体现了某种神圣的东西在里头。其实，只要我们知道五个群落中的小孩到一定的年龄便须

离开父母住的小房，到中型与大型的房子中去居住，就会提出这种中型与大型的房子建到哪里为好

的问题。除了姜寨聚落中型与大型的房子分建在五个群落中，其他遗址的都建在广场中央，这便是

中心广场的第一个作用。未成年的孩子只有住在中心广场才是最方便的，也是最安全的，大人们才

会放心。这便是这种向心内聚的格局在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第一个原因。

这一时期已开始从事作物的种植，也已经有了牲畜的饲养。姜寨聚落广场的西北部与西南部

各有一处家畜的圈栏，从圈栏所处的位置很难断定它是哪一个群体的。还有两处牲畜夜宿场建在

村的东北角，也很难断定是哪一个群体的。这一时期从事农耕的聚落，耕作都是全聚落集体进行

的，中心广场的存在，便为这些活动提供了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到大河村聚落时则有了成排排列

的排房，这时，以夫妻二元为核心的家庭出现了，家族出现了，氏族的作用便退居次要的地位。众多

小房围绕中心广场的布局到这时也不见了。众多小房围绕中心广场，围绕广场中央的中型、大型房

屋这种布局，可以帮助我们辨认氏族的组织结构的性质。

当氏族中夫妻已走向对偶同居，孩子不只能确认谁是自己的母亲，也能确认谁是自己生身的父

亲；同样，做父亲的也能确认谁是自己的儿子，这时，只要条件一成熟，大家取得共识，便可宣告以后

孩子不再转到其他的群体中去，都留在父母的群体中，那时，以夫妻二元为核心的家庭便也产生了，

人类的家庭便完成了一次极其重要的飞跃，完成了由群婚向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过渡。

巴部落中夫妻二元家庭的出现，也就在秦兼并巴后的一百年间。至汉代，算赋不再以氏族为单

位，也不再由氏族的君长缴纳，而是以户为单位，按人征收了。据《后汉书·南蛮传·板盾蛮》载，汉高

祖对随从自己返伐三秦的板盾七姓免征租赋，对其他氏族的巴民则采用“余户岁入 钱口四十”的

税额征税，即以户为单位，按人征收，这说明巴部落中与群婚相适应的群体家庭已经解体，以夫妻二

元为核心的家庭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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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的审稿权重

目前，我国已有部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采用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审稿。《光明日报》2332 年 E 版头条曾

以《中国学术期刊向国际标准靠拢》为题，对《中国社会科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三家较有影响

的采用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的期刊作了报道。据悉，发达国家或我国港台地区在科技期刊评奖中，引文数、

影响因子会占较大的权重。因学科特点不同，在社科期刊评比中，审稿制度的权重则要远远大于引文数（不是影

响因子），有时，审稿权重可达 F3G（如我国的港台地区）。以下摘录的是发达国家有关社科期刊评奖中的审稿权

重打分（参见叶继元、朱强：《论文评价与期刊评价》，《学术界》233H 年第 F 期）：

（H）所有稿件都由编辑部以外相关专家两人以上且双向匿名审稿：I 分；

（2）所有稿件都由编辑部以外相关专家两人以上审稿：J 分；

（F）所有稿件都由编辑部以外相关专家审稿：F 分；

（J）部分稿件由编辑部以外相关专家审稿、部分稿件由编辑部人员依专长审稿：2 9I—2 9K 分；

（I）所有稿件都由编辑部人员依专长审稿：2 分；

（L）所有来稿都由编辑或主编或社长决定是否刊登：H 分；

（M）来稿必登：3 分。

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办刊质量时，采用两个以上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者，可打满分 I 分；并且这 I
分在整个期刊评价体系中权重颇高，可占 F3G。可见，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体系中，同行专家双向匿名

审稿的权重是颇高的，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舒 翟）

II第 H 期 邹家侀：巴的氏族内的五个群体家庭与姜寨聚落遗存中的五个房屋群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