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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宗族问题颇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注 ,在我国学术界 ,对于宗族的一些基本问题 ,

学者们仍未形成共识。程德祺先生纵观宗族源流 ,在《原始社会初探》一书中认为 ,宗族起源于“相

当发达的原始母系社会”;其基本构成单位是 ,作为基本经济单元的血缘亲族集团。此类问题的探

讨为宗族概念的界定提供了基本的人类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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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如地质的构成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类型一样 ,程德祺先生认为 ,在相当发展的原

始社会里 ,介于氏族和家族之间 ,有这样一种次生的血缘组织 ,应该界定为宗族。这种社会组织 ,在

原始社会后期 ,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过渡 ,从而氏族内部的母系大家族转变为父系家族公

社 (父系大家庭)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其具体过程是 :“父系家族公社是一种基层的社会亲族集团。它一般由

三、四代或更多世代的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后裔组成 ,其中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 ,人数可由二三十人到上百人。

它实行生产资料集体共有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体现着原始公社的民主平等原则。一个家族公社由于人口

的增加 ,到一定限度就可能分裂为几个部分 ,各部分自成一个家族公社。这样由分裂而产生的若干家族公社 ,

有共同的男性祖先 ,血缘亲族关系十分密切而明确 ,互相之间在社会、经济以及思想意识诸方面仍保持着一定

程度的、某种形式的统一性。它们结合一起 ,共同形成了一种大于家族公社、小于氏族公社 ,介于两者之间的

社会亲族集团 ———父系宗族公社。”[1 ] (P 154)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 ,这里所称的宗族 ,存在时间是在个体小家庭出

现之前。

程德祺先生是肩负着神圣的学术使命来研究宗族问题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这一问题早有关注。

如马克思在其关于民族学的笔记中就摘述了介于氏族 (clan)和家族 (family) 之间的关于“组合家族”(joint fami2
ly)的材料。[2 ] (P 289) 恩格斯在论述古代德意志人的土地制度时指出 :“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 ,还是家庭公

社 ,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 ,或者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 ,关于这些问

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3 ] (P 139) 这里也提到了介于氏族和家族公社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的这一课题 ,确实引起了“长久争论”。应该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不尽

如人意的。程德祺先生注意到 ,“由于各民族的社会亲族组织及其名称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 ,也由于学术界对

各种社会亲族集团的认识不一 ,特别是对宗族这种社会亲族集团认识不够 ,因此常常可以见到许多报导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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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将宗族与其他类型的社会亲族组织混为一谈。”有的著作虽然注意到了这种介于氏族和家族之间的亲族集

团 ,但没有给它“正名”,或称为“氏族的分支”、“亚氏族”,或称为“组合家族”、“大家族公社”等[1 ] (P 169、165) 。程

德祺先生认为 ,“宗族”一词在我国历来主要就是表示介于氏族与家族之间的亲族关系的 ,在学术上用它来表

示相应的亲族集团是确当的。我们认为 ,对于宗族这一“社会历史科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程德祺

先生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　

　　宗族组织起源于何时 ?

有些学者仅仅注目于在中国社会存在和发展了几千年的宗族形态 (诚然 ,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也

是其主要的研究对象) ,却未能注意宗族组织的源流关系 ,“为求得统一”,又从操作意义上简单化地把

宗族和家族等而视之 ,一概称为“家族”,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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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许多个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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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带结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4 ] (P 4)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宗族起源就成了家族的起源 ,家族的起源实际上又成了个体家庭的起源 ,其结论必

然是 :宗族的起源从“父系氏族公社的后期 ,氏族的分裂不再是分裂出新的氏族 ,而分裂成以父亲为家长的个

体家庭”开始。[4 ] (P 40)

事实上 ,宗族的起源远在个体家庭产生之前。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 ,我国学者依据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获得的民族学和考古资料指出 ,许多

民族在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之际 ,都出现过一种可称为父系宗族公社的家族形态。这是迄今为止绝

大部分学者对于宗族起源问题的看法。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这一问题的内在思路 ,程德祺先生的研

究成果引人注目。冯尔康先生在对这一时期的讨论进行总结性检讨时 ,特别重视程德祺先生在这方面的建

树 ,而后指出 ,他把位于父系家族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的家族公社 ,称之为宗族 ,乃是不强调父权 ,而强调血

缘共同体的特性。”[5 ] (P 32)

冯先生的意见一语中的。在认定宗族组织时 ,程德祺先生看重的正是血缘世系这条关系纽带。宗族组织区

别于其它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 ? 是组织权威的存在 ? 还是组织要素的构成 ? 抑或是组织目标的实现 ?

都不是。宗族是一个血缘性的社会团体 ,只有血缘这条关系纽带 ,才使它与其他社会组织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所

有其他的组织要素 ,都是从血缘关系纽带衍发而生的。没有这条纽带 ,就连缀不成一个宗族组织 ,而只能是别的

社会组织。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认识宗族的本质 ,问题就更清楚了。紧握着这把标尽 ,许多学者才寻绎到父系宗

族的历史源头。陈其南先生清楚地说明了这条思路 :“宗族的‘宗’字 ,用今天的人类学术语来说 ,就是‘descent’,

而‘族’即为具有共同认同指标 (identity)的一群人之谓 ,实际上即是今日吾人所谓群体或团体。‘宗族’之称不过

是说明以父系继嗣关系 ,即所谓‘宗’,所界定出来的群体。”[6 ] (P 217)

难能可贵的是 ,程德祺先生的探索并没有在这里停顿下来。既然宗族本质要素是其血缘关系纽带 ,那么 ,

存在着明确世系关系的这样的社会组织 ,在父系氏族社会之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存在 ,为什么就只有

明确的父系世系才算作宗族的本质要素呢 ? 换言之 ,以明确的母系世系作为纽带的社会组织难道就不是宗族

吗 ? 对此 ,程德祺先生强调指出 :“介于氏族和家族之间的社会亲族组织 ,在相当发展的原始母系社会里就有

可能存在了 ⋯⋯我们认为 ,母系的这种亲族集团也可以称之为宗族。”[1 ] (PP 168～169)

在这里 ,他以民族学的资料进行了佐证。北美某些实行母系制度的印第安部落以及我国台湾省大港口还

保持母系制度的高山族 ,都有氏族 (clan) 、宗族 (lineage) 和家族 (family) 这几级血缘亲族组织。[1 ] (P 140) 相类似的

母系宗族在我国云南省宁蒗县永宁纳西族那里 ,一直保存到近代。她们的母系叫做“尔”,母系家族叫做“伊

度”,在两者之间 ,还产生了母系宗族“斯日”。几家至几十家血缘亲近的伊度 ,组成一个“斯日”,意为“一根骨

头”。斯日有共同的祭祀活动和公共墓地。同一个斯日的男女成员在原则上禁止互相通婚。[7 ] (PP 61～62)

程德祺先生没有拘泥于“父系世系”的框框 ,直接把明确的世系作为宗族的本质要素。我们认为这是完全

能够成立的。他在审视了前苏联和西方学者关于“氏族和宗族的区别”的有关论述后 ,表达了其理论依据 :“宗

族的血缘关系是紧密而明确的 ,它一般可以清楚地上推起始的世代和实在的共同祖先。纳西族的‘斯日’,一

般有清楚的世系 ,明确的祖先 ,因此它不是母系氏族 ,而是母系宗族。”[1 ] (P 140) 与程德祺先生的探讨差不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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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美国学者罗伯特·F·莫非的所见略同。他认为 ,宗族形成的主要途径是“根据同性世系将先祖的后代置于

一个组织中”,至于这个“先祖”可以是“男人或女人”。[8 ] (P 86)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 ,这样的“先祖”当在母系社

会中寻找。

从文字学上讲 ,宗 ,从宀从示 :从宀像房子之形 ,示为祭祀 ,宗即为祭祀祖先的房子。这里的祖先 ,在中国

古代 ,是指男性祖先 ,含有父系之意。如此一来 ,把母系亲族集团称为宗族还合适吗 ? 程德祺先生并没有忽略

这一问题。他认为 ,虽然“宗”原有父亲之意。这与氏族可指母系一样。氏在我国古代为男子所专用 ,是父系

家族或宗族的名称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学术概念上给氏族一词以特定的意义。西方学用 clan 一词 ,原来是

指苏格兰的古代氏族 ,本身含有父系之意 ,可是后来学术界也用来指母系氏族了。同样 ,我们在特定的学术意

义上使用宗族一词 ,以表示一种范围确定的、母系或父系的社会亲族集团 ,是完全可以的。宗族中虽有母系、

父系之分 ,但其所包含的血缘亲族范围 ,都在氏族和家族之间 ,则是相同的。[1 ] (P 169)

3　

　　宗族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什么 ?

大多数宗族史研究论著都认为是家庭 ,在一定意义上说 ,这是正确的。正基于此 ,把宗族称为家

族也未尝不可。①在这里 ,宗族 ,或者说家族 ,就意味着是许多个体家庭聚集为一体的组织 ,家族之

“家”为家庭 ,家族之“族”,又同“簇”,聚之义。

但是 ,上述界定只能说明个体小家庭产生之后的宗族状态。程德祺先生在追溯宗族组织起源时 ,发现不

是这么一回事。根据他的意见 ,宗族萌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而在母系氏族制度下 ,由于族外婚制的实行 ,家庭

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 ,夫与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 ,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 ,一半包括在妻

子的氏族内。在这种情况下 ,以特定婚姻形态为基础的群体家庭显然不是宗族的基本单位。这个基本单是什

么呢 ? 程德祺先生认为是家族 ,具体含义是 :“基层的社会亲族集团 ,是统一的基本的经济单元”,即作为基本

经济单元的血缘亲族集团。这个集团的规模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缩小 :“在原始社会早期 ,家

族是与血缘家庭集团相一致的 ,后来又与氏族相一致 (但家庭与氏族不一致 ,因夫妻分别属于不同的氏族 ,不

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单元) 。在原始社会的发展时期 ,氏族发生一定程度的分化 ,形成若干大家族。到了原始

社会后期 ,随着原始共产制经济的瓦解 ,又产生了私有制的小家族 (以夫妻言为个体小家庭) 。”[1 ] (P 170) 沿着这

条演变脉络 ,不难看出 ,作为宗族基本构成单位的血缘亲族集团 (程德祺先生统称为“家族”) ,曾经有许多类

型 ,个体小家庭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 ,而且是最后一种类型 ;“完整的经济单元”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在克罗地

亚和黑山人中 ,以及在保加利亚西部地区 ,由大家族发展而来的父系宗族 ,包含若干个大家族 ;在小家庭成为

社会的经济单位以后 ,它也可能由一系列小家庭组成。[1 ] (P 171)

事实上 ,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也包括了许多类型。在中国传统社会 ,常见的是数口之家 ,拥有成百上千

成员的家庭也不乏其例。不管家庭规模的大小 ,许多学者一概都把它们视之为宗族的基本构成单位 ,其着眼

点就在于 ,它们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元”。程德祺先生认为 ,在母系氏族社会 ,宗族出现之时 ,它的基本构成

单位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本的经济单元”。当然 ,无论是宗族之源 ,还是宗族之流 ,血缘亲族集团是一以贯

之的前提 ;同样一以贯之的“基本的经济单元”,使宗族的基本构成单位问题取得了前后一致。在这里 ,我们体

会到了程德祺先生纵观宗族发展的源流而确定的宗族基本构成单位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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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the Curriculum of Normal Education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Analyzing Simultaneously the Present Problems in Chinese Normal Education

ZHU Yong2xin , 　YANG Shu2bing

Abstract : The curriculum ,as basic factor of teaching activities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qualities and standards of the tal2
ent2training. First of all , a article analyze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the normal curriculum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

such as attention on the firm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for normal students ,increa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l curriculum ,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 curriculum set for normal students ,and employing various modes and structures of course ,etc. On

the basis of former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the article continues to make a comment on questions and insufficiency of curricu2
lum existing in our normal education ,for instance ,the normal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clear enough ,the practical curriculum

poor ,the knowledge span of students who are lacking in practice narrow ,and structural modes of normal curriculum are im2
balanced and monotonousness ,and so on ,and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s measures to reform on our normal educational curricu2
lum.

Key words :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 normal education ;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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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ineageπs Definition ,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fessor Cheng Deqi and His Study on the Lineage History
XIAO Tian , 　WANGJian2hong

Abstract : The lineage attracted Marxism founderπs special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s ,scholars havenπt held identical

views on some basic lineage problems. Upon the historic observation and study of the lineag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fes2
sor Cheng Deqi believed that the lineage originated from“the fairly developed matriarchal society”,and that its composition

unit was a consanguine kinship group ,which is a basic economic community. Such studies provided fundamental anthropolo2
gy illustrations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lineage concept.

Key words : lineage ; family ; martri2clan ; patri2c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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