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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向明：从芦山峁到石峁

从芦山峁到石峁
——北方高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

戴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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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ltural periodization and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major sit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jectory of social complexifi cation in the northern plateau. During the early Longshan era, small-scale, 
simple societies that had formed since the Yangshao period continued to exist in the region. However, during the late 
Longshan era, sites such as Lushanmao, Houchengzui, and Shimao indicate that social complexifi cation in the northern 
plateau experienced rapid, leapfrog development within a short time period. The changes at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ends of the plateau were initially manifested by two “cultural movements” originating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 China. In fact, these movements refl 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wo distinct economic modes.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characterized by an agricultural-pastoral economy that emerged in the northern plateau motivate a “social 
revolution”, giving rise to early states such as Shimao in northern Shaanxi and Taosi in southern Shanxi.

北和西北面传播最广，逐渐遍布黄土高原。

这实际上是以经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文

化，在环境优良的高原南部边缘的河谷盆地

率先发展起来后、不断向外扩散的结果。仰

韶时代早、中期源自大中原区的文化就已抵

达北方高原的一些区域，但聚落数量不多。

到仰韶时代晚期，遗址数量增多，分布范围

扩大，地方文化特色增强，在内蒙古中南部

的河套和大青山东南麓的岱海、黄旗海地

区，形成“海生不浪文化”（或者称“海生不

浪类型”），在晋中形成“义井类型”。陕北

高原此期遗址也在增多，如发掘过的横山杨

界沙[1]、靖边五庄果墚[2]、庙梁[3]等，文化面

貌中有一些海生不浪文化的因素，但更多表

现出与南边仰韶晚期文化相似的特征，表明

此时陕北仍旧受到仰韶文化核心区的强烈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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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高原主要指子午岭以东、太行山以

西、阴山以南、南至洛川-霍州一带的黄土

高原东北部地区，囊括了陕北、晋中北、冀

西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在史前考古中基本构

成了“北方文化区”的范围。新石器时代晚

期，该地区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中，

吕梁山以西、南流黄河两侧的晋陕高原和内

蒙古河套地区，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近

年陆续发现了许多龙山时代的大遗址，显然

是北方高原史前末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心

所在，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

北方高原的新石器文化始见于仰韶时代

早期。发源于渭河流域和晋南豫西河谷地带

的仰韶文化，持续不断地向外扩展，其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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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仰韶晚期以后高原遗址增多，与适应环

境变化的窑洞式房子的普及直接相关[4]。

黄土地带的“大仰韶文化”，在漫长的

存续时间里，始终以尖底瓶和各种盆、钵、

罐为基本陶器组合。在不断西进的大汶口文

化的冲击下，后续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仰韶文化传统，新出现斝这种空

三足器，流行鼎、斝、釜灶为组合的炊器，

且尖底瓶演变为平底瓶（也称喇叭口折肩

罐），其他盆、钵、罐类陶器也有相应的变

化，种类增多。该文化兴起于陕晋豫邻境地

区（包括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东部等相邻地

区），然后很快向周边传播扩散，其中往西

沿渭河流域（包括支流）、往北沿汾河流域

传播最远，影响最大。晋南北部的临汾盆

地，经历了从典型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转变为

陶寺早期文化的过程；陶寺早期文化可分

前、后两段，前段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

中晚期，后段已进入狭义龙山时代初期；前

段流行宽体敞口盆形斝，后段演变为瘦体敛

口盆形斝[5]。再往北的晋中地区，此期所见遗

存可划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白燕类型”[6]。

北方高原继海生不浪文化之后，随着

喇叭口尖底瓶逐渐演变为平底瓶（罐），以

及大量饰篮纹的盆、钵、罐、瓮等陶器的流

行，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晋陕高原北部形成

了阿善文化。该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部

分时段共存，但斝这种空三足器尚未传播到

此。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晚期，或者说相

当于陶寺早期文化的前段，北方高原开始

出现斝。以斝的出现为标志，加上相应的变

化，北方高原开启了龙山时代。

北方高原的龙山时代可分前、后两大

期。根据邵晶的研究，陕北 龙山前期有斝无

鬲，又可划分为“寨山遗存”和“庙梁遗

存”早晚两个阶段[7]。早段代表性遗址有横

山瓦窑渠寨山[8]和贾大峁[9]，晚段的代表为靖

边庙梁遗址龙山前期遗存[10]。从早到晚，单

把陶斝由腹、足分接对装，到腹与足渐趋合

体（已接近斝式鬲）。紧接其后的则是龙山

后期的双鋬鬲和单把鬲，两种陶鬲都由三足

分离的宽裆演变为三足相连的尖角裆。孙周

勇等人将龙山后期遗存统称为“石峁文化”，

并根据陶器的整体变化又分为三期[11]。这样

前、后期相连，基本建立起了北方高原龙山

时代较完整的陶器编年和文化发展序列。

北方高原龙山前期遗址数量与此前相比

似乎没有显著增多，出现少量石城，但规模

都较小。陕北龙山后期即石峁文化时期遗址

数量剧增，并涌现出很多大小不同的石城，

其中以神木石峁石城规模最大。石峁内城几

个地点和城址中心皇城台出土陶器皆可早到

石峁文化早期，中晚期遗物则遍布整个城

址[12]。另一处较大的城址府谷寨山，聚落中

心庙墕地点的出土器物主要表现出石峁文化

中期的特征[13]。

内蒙古河套地区与陕北相连，鄂尔多

斯龙山前期的少数遗址中发现有零星陶斝，

但限于资料，其面貌尚不清晰。东边凉城县

岱海周边的园子沟、老虎山等遗址[14]，经历

了从单把釜形斝到矮体单把斝式鬲的演变，

晚期出现个别宽裆双鋬鬲，早、晚两期的年

代分别与陕北龙山前期和石峁文化早期偏早

阶段相对应。靠近黄河的清水河后城咀大型

石城址，出土的陶器中有宽裆鬲而未见连裆

鬲[15]，该城的建造当不晚于石峁文化早期。

吕梁山以西的晋西高原，黄河东岸一带

有许多龙山时代遗址，包括一些石城址。其

中经发掘或调查清理过的大型城址有两处，

皆分布在兴县蔚汾河流域。白崖沟遗址出土

有宽裆双鋬鬲，属石峁文化早期[16]。碧村遗

址小玉梁核心区和东门址出土陶鬲、三足瓮

等典型器物皆属石峁文化中晚期，应当代表

了该城址兴建和使用的年代[17]。

需要专门提出的是，延安市南部区域

位于陕北高原的南端，与中原文化区相邻，

史前文化受中原影响也更大。该区域发掘过

的龙山时代遗址不多。甘泉史家湾遗址[18]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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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敞口盆形斝、灶、单把罐、单把杯、双

鋬深腹罐等多类陶器与陶寺早期文化前段的

接近[19]，一些鼎足则具有典型庙底沟二期文

化的特点，同时还有单把罐形斝、直筒瓮等

少数器类与北边“寨山遗存”的相近，显然

属龙山前期遗址。延安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

地点出土的陶斝，侈口，器身内敛，三足细

高[20]，与陶寺早期文化后段最晚的敛口盆形

斝形态近似；芦山峁与陶寺早期文化相似的

器物还有陶单把罐、高领罐、折肩罐，“V”

形石厨刀以及几种玉器；而芦山峁的直壁圜

底或小平底筒形瓮，与榆林寨峁梁遗址出土

同类器（F24∶4）十分相似[21]，年代应在石

峁文化早期。可见，史家湾和芦山峁这两处

分属龙山前期和后期（偏早）的遗址，都主

要受晋南陶寺早期文化的影响，其次才是陕

北北部少量文化因素的进入。芦山峁“第二

期”陶器中有几件采集的单把连裆鬲和双大

耳罐，具有石峁文化中晚期特征，但整体面

貌不清楚，不知这个时段该地区属于石峁文

化还是南部的客省庄文化。

北方高原龙山前期的“寨山遗存”和“庙

梁遗存”，与石峁文化一脉相承；如果考虑到

阶段性变化，可以用此前已有的“老虎山文

化”单独称之。从绝对年代看，庙梁和与之临

近的横山红梁遗址共有6个羊、牛骨的碳十四

测年数据，集中在距今4400～4150年，中间值

在距今4300年左右[22]。园子沟和老虎山遗址

木炭测年结果，校正后早期年代在距今4500

年左右，晚期年代在距今4300～4100年[23]。

石峁遗址发掘者根据多个遗址的碳十四

测年数据，认为石峁文化大致处在公元前

2300～1800年，而石峁皇城台地点以蛇纹鬲

为代表的遗存年代为公元前1700～1600年；

皇城台护墙纴木和台顶房址内朽木等标本的

测年结果集中于公元前2200～1800年[24]。另

据报道，碧村遗址小玉梁地点在公元前2200

年左右已存在一批半地穴式房址，公元前

2100年左右兴建了五连间大型建筑，至公元

前1700年左右核心建筑区基本废弃[25]。

目前公布的相关测年数据尚少，按照比

较宽泛的尺度，综合以上信息，可初步推定北

方高原龙山前期老虎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

2500～2300年（上限或许还可略早），龙山后

期石峁文化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1700

年，紧接其后为蛇纹鬲代表的朱开沟文化。

石峁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应当已经进入中原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石峁遗址皇城台主

体建筑及内城兴建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200

年以内，略晚于石峁文化开始的时间。

陕北高原南端的延安芦山峁，有4个采自

大营盘梁一号院落房址柱洞F2D1内猪牙的测

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300～2100年[26]，恰

好符合前文所述芦山峁的年代相当于陶寺早

期后段和石峁文化早期的认识。据陶寺遗址

发掘报告公布的早年测得的年代数据，“陶寺

文化”早期在公元前2500～2200年（墓葬的

测年结果偏晚，在公元前2300～2000年），

中晚期年代在公元前2200～1700年[27]。 

综合上述分期与遗址年代见表一。

二

从有定居村落出现的仰韶时代早期一

直到龙山时代前期，整个北方高原始终没有

出现基于等级差异和主从关系的复杂的区域

组织，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中原等史前文化

相对发达的区域。河套地区在阿善文化和龙

山前期老虎山文化中出现一些小型石城址，

里面一般有成片的房址，但聚落内和聚落间

都不见明显等级分化现象，呈现出的仍是氏

族-部落社会的景观。到龙山后期即石峁文

化时期，北方高原社会形态出现质的飞跃，

以一些大型聚落为中心开始形成复杂的区域

社会实体，甚至诞生了以石峁古城为核心的

早期国家，从而呈现出与一般渐进式社会进

化不同的“跳跃式发展模式”。这是此前笔者

曾得出的一些基本认识[28]。基于上文梳理的

年代序列，结合近些年新的考古资料，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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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社会复杂化的演进过程及其背景、缘

由做进一步的讨论。

在已发掘或详细勘察过的北方高原的

大 型 聚落中，年 代可早到 石峁文化 早 期的

主要有芦山峁、后城咀、白崖沟和石峁（图

一）。白崖沟遗址尚未正式发掘，聚落面貌不

清晰，暂且不论。以上大型聚落中明确可早到

石峁文化早期前段的有芦山峁和后城咀。

芦山峁遗址位于延安市北郊，核心区面

积约200万平方米，周围还密集分布着几

个遗址点，加起来的范围更大。遗址核

心区是一道狭长的山梁，南北向排列着

四个大小不同的夯土台基；两侧山坡上

则遍布窑洞式房址，目前已勘探出300多

座。梁顶上规模较大的大营盘梁地点面

积达1.6万平方米，已在台基上揭露出三

座呈“品”字形分布的院落式建筑群。

作为主体的一号院落占据了台基的一大

半，中间并排分布着三座地面式夯土大

建筑，每座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主

建筑的两侧和后面各分布有多间厢房。

该大型院落的南墙外是两个并排的小院

落，其内各有多座夯土房址。一号院落

的大房子、院墙等夯土中发现多处“藏

玉”现象；倒塌堆积中出土了很多筒瓦

和板瓦残块，是已知年代最早的批量出

土的建筑用瓦，很能说明此处建筑的规格

和技术的先进性[29]。另外，在北边的小营盘

梁地点存在面积达6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

其上揭露出一座巨型建筑基址F1，面积达

600～700平方米，纵深方向分前、中、后三

室，其南、北两侧还对称分布着小一点的配

殿式附属建筑，每座面积约300平方米，皆

坐东朝西，与F1共同构成一组大型建筑群。

在附属建筑后侧发现一大一小两座墓葬，附

表一 北方高原与晋南相关遗址年代关系对照表

龙山前期（公元前
2500～2300年）

龙山后期
（公元前2300～1700年）

早期 晚期
早期前段（公元前

2300～2200年）
早期后段（公元前

2200～2100年）
中期（公元前

2100～1900年）
晚期（公元前

1900～1700年）
瓦窑渠寨山 √

庙梁 √ √
石峁 √ √（建城） √ √

府谷寨山 √
老虎山、园子沟 √ √ √

后城咀 ？ √
白崖沟 √

碧村 √ √
史家湾 √ √
芦山峁 ？ √ ？ √

陶寺 早期前段 早期后段 中期前段 中期后段 晚期
晋南分期 庙底沟二期中晚期 龙山早期前段 龙山早期后段 龙山晚期

图一 北方高原部分大型遗址分布示意图
1.石峁 2.芦山峁 3.后城咀 4.白崖沟 5.碧村 6.府谷寨山 7.陶寺

3

太原

郑州

西安

渭 河

河

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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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还有大量未发掘的同时期墓葬。大墓已被

盗扰，有棺，墓内有3个殉人；小墓也非普

通墓葬，随葬2件玉琮和1件人头骨碗。小营

盘梁地点出土遗物年代与大营盘梁主建筑相

同，发掘者认为此处属于宗庙建筑与贵族墓

地一体化布局的特殊区域，大营盘梁则是

“宫殿建筑群”[30]。大营盘梁一号院落主体

建筑测年可早到公元前2300～2200年，属陶

寺早期文化后段，简报称这只是最后一批房

址的始建年代，这批房址下还有更早的房址

未被揭露。至于早期建筑及芦山峁作为大型

中心聚落兴起的时间，是否能早到陶寺早期

文化前段即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晚期，目前还

不得而知，但可初步判断作为大聚落的芦山

峁整体上要早于石峁城的兴建。

另一处年代较早的大遗址是位于河套拐

弯处、黄河东侧的清水河后城咀。该遗址面

积约138万平方米，分内、外城，“内城”四

周为冲沟与河道，外城有石城墙、冲沟和浑

河共同环绕。考古发掘近乎完整揭露了外城

北门及其复杂的瓮城建筑，包括由主城垣、

城门、“马面”、弧形瓮城城垣、墩台、瓮城

内附属建筑、瓮城外两道壕沟等组成的非常

复杂的半月形防御体系，占地面积达数千平

方米[31]。据最新报道，瓮城内、外还有多条

复杂的地道系统连通；在内城一处台地顶部

发现有石砌围墙的大型院落，院内有一排五

连间夯土墙大型房址，应该是城内高等级核

心建筑。此外在城的西南侧还发现了一处由

数座石板墓组成的小型墓地，但未见高等

级大墓。后城咀石城的测年在距今4300年前

后[32]，也早于石峁城址。不过目前瓮城发掘

所见宽裆鬲、单把鬲等陶器的形制，都不出

石峁文化早期范畴，或许后城咀建城年代也

在龙山前、后期之交。

石峁是稍晚即石峁文化早期后段在陕北

高原北部兴起的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规

格更高的特大型石城[33]，也是北方地区龙山

时代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集大成者。石峁内、

外城总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经发掘的外城

东门址有大型墩台和内外瓮城，附近城墙有

马面、角台，城门和大建筑附近有多处可能

是一种祭祀现象的“人头坑”，城墙和大建筑

石墙中有“藏玉”现象[34]。内城核心区“皇

城台”为一高耸的山丘，台顶面积达8万平

方米，四面有阶梯状石砌护坡墙，东北侧唯

一通道处也有大型瓮城和复杂的城门系统，

形成一座相对独立的“宫城”。台顶东部为

一处面积约1.6万平方米、有高大石砌护墙

的夯土大台基，其上分布着夯土墙基、石砌

房址、石砌院落、“池苑”等重要遗迹[35]，

推测应有“宫殿”和“神庙”等不同功能的

建筑。在大台基西侧200余米处还发现有成

排的高等级墓葬，较大型墓内都有殉人，壁

龛内有成组陶器，有的墓还见少量玉器[36]。

不过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似还未被发现和发

掘，特别是以前石峁曾流散出体量很大的牙

璋等大量精美玉器[37]，其中很多很可能来自

皇城台的顶级大墓。大台基南护墙及其倒塌

堆积中有大量石雕，包括神人、神兽、人物

和多种动物形象。东护墙弃置堆积中出土了

大量特殊遗物，有陶鹰、板瓦和筒瓦，多种

玉石器，大量骨针、口簧、卜骨，铜刀、

锥、环，以及海贝、象牙制品和丝织品、壁

画残块、漆皮残片等。既有高等级建筑构件

和装饰遗物，也有多种与贵族身份地位相关

的物品，还有一些需通过远程交换或贸易获

得的珍稀之物。石峁城址的这些发现，展现

了一个早期国家都邑才会有的宏大、雄伟的

建筑和华丽的奢侈品，以及国家社会才能具

备的获得多种珍稀资源的能力。

到石峁文化中期，北方高原大型石城址

有增多趋势，已知者除石峁外，新出现的有

附近一河之隔的兴县碧村和北面的府谷寨山

（见图一）。而高原南部的芦山峁此时已经

衰落成一个小型聚落了。

碧村遗址分布在黄河与其支流蔚汾河交

汇处狭长的梁峁之上，龙山后期聚落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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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75万平方米，由东向西由四个逐级下降的

串珠式台地组成。遗址东端和中部各修筑一

道纵贯南北、连接两端河沟的石墙，与河道

和冲沟断崖共同形成一个封闭的“城址”，也

可分内、外城。“内城”靠西的小玉梁台地上

揭露出一组庭院式建筑，居中为一座面朝西

的五连间石砌排房，占地超过400平方米。

房前是一片广场，台地四周边缘分级砌筑护

墙，其内面积约3700平方米，应是该聚落的

核心建筑区。遗址东端城墙圪垛地点揭露出

一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城门和瓮城基

址，由东、南、北三个呈“品”字形分布的

石包土芯大墩台围合而成，瓮城中心还设置

有小型墩台，形成曲折的城门通道。碧村城

址从石峁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38]。

府谷寨山是一处石峁文化中期石城址，

面积约60万平方米。城内北部庙墕地点为一

独立的圆形山峁，局部暴露出护坡石墙，该

地点似也是城址的核心区域。庙墕地点初步

发掘的主要收获是揭露出一处石峁文化的墓

地，共清理出24座墓葬，发掘者将其中21座

竖穴土坑墓分为四类，等级差异明显。其中

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类墓都有木棺、壁

龛，墓主人皆为男性，一般随身有少量玉饰

残件，有的还有小型玉锛、刀等；棺外有女

性殉人，壁龛内有五六件带石盖的陶器[39]。

这里的一类墓与石峁皇城台已发掘的几座

“大墓”相似。在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40]

和神木神圪垯梁遗址[41]也发现有个别类似的

大墓，墓主当为上层贵族，但显然都不是石

峁社会里的顶级权贵。

石峁石城及皇城台核心区大型建筑群的

兴建，昭示了北方高原第一个早期国家的诞

生，并很快达到鼎盛期。在其发展过程中，

或远或近，在南流黄河两岸又陆续出现了一

些比较大的石城址，包括上述的碧村和府

谷寨山。这两个遗址距离石峁都在五六十公

里，面积在六七十万平方米，与400余万平

方米的石峁形成巨大落差，而且石峁皇城台

建筑的雄伟与华丽是碧村小玉梁那样的大房

子所无法相比的。因此，如果说包括碧村和

府谷寨山在内的一些中等规模的石城皆统属

于石峁集团，当然是有可能的；但也不能完

全排除大、小城邦各自独立，或形成“主从

式邦国联盟”的可能性。因目前尚未公布大

范围的区域系统调查资料，有的大型石城尚

未发掘，对石峁城与这些石城址之间的关系

及石峁社会的分层结构等问题，还有待将来

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三

从龙山前期一些小型石围墙村落，到

龙山后期渐次涌现出一批大型石城，从芦山

峁、后城咀到石峁，北方高原龙山时代较短

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跳跃式”变化，堪称

一场“社会革命”。导致这场社会变革的主要

原因，是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兴起的“新

文化运动”，即更加适应黄土高原环境的窑洞

聚落的普及，以及外来的牛羊和青铜冶金术

等代表的、与欧亚大陆连为一体的新型经济

文化[42]。其实细究起来，“文化运动”可分龙

山前期和后期两次，而两次大规模运动又有

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

如本文开头所言，仰韶文化首先兴起于黄

土地区南部的河谷盆地，然后不断地向北面

和西北面的高原山地传播扩散，整个黄河流域

主要就是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下游平

原丘陵地带的北辛-大汶口文化并存的格局。

随着逐渐发达起来的大汶口中晚期文化向中

原的持续扩张和冲击，加上自身的发展变化，

陕晋豫邻境地区兴起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结束

了仰韶时代，以陶鼎、斝、釜灶等炊器的流行

为标志，开启了大中原区的龙山时代。庙底沟

二期文化兴起后继续循着仰韶人的足迹迅速

北上、西进，呈“扇面形”向外传播，其中影响

到北方高原的最显著元素就是当地单把釜形

或罐形斝的流行，当然还有仰韶晚期以来窑洞

式民居的逐渐普及。这就是黄土高原龙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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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向明：从芦山峁到石峁

发生的第一次“文化运动”。在此影响下，北

方高原南部区域（延安南部）与相邻的晋南陶

寺早期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北部河套地区

形成了以单把斝为代表的龙山前期的老虎山

文化。到龙山后期，老虎山文化发展为以双鋬

鬲、单把鬲、斜腹盆形斝、甗和三足瓮（最初

为圜底瓮）等为代表的石峁文化，该文化反过

来从河套地区往南“内卷式”传播，与从关中

西部东进的客省庄文化相结合，反而又改变了

晋南豫西的文化面貌，形成了陶寺-三里桥文

化。带动这次文化南传的则是起自北方高原的

牛羊牧业经济（详后）。这是黄土高原龙山时

代发生的第二次“文化运动”[43]。两次文化运

动的结果，是在原仰韶文化分布的黄土高原重

新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斝-鬲文化系统”，

与我国东南部的“鼎文化系统”并存。

第一次文化运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北方高原的文化面貌，但聚落数量较前尚无

显著增长，似也缺乏明显的等级化的聚落形态

变化。在这场“庙底沟二期文化运动”中，目

前看仍以晋南河谷盆地的陶寺早期集团发展

程度最高，彼时陶寺几乎是黄土高原东部唯一

可见的“明星”。北方高原出现类似的社会可

能已到龙山后期。以芦山峁和后城咀两个大型

聚落为代表，北方高原南、北两端几乎同时出

现了酋邦层次的复杂的区域社会组织，但它们

的文化面貌、兴起背景却有很大差别。

芦山峁处于中原与北方文化区的交汇

处，既有北方高原的一些特征，也有更多中

原的特点。大营盘梁一号院落大房子居中，

旁侧排列厢房，并有夯土院墙封闭，此种布

局样式与甘肃庆阳南佐遗址仰韶晚期主体建

筑院落[44]颇为相似。大、小营盘梁地点的大

房子皆为纵深向分间的单体建筑，也与南佐

遗址和扶风案板遗址二期的大房子[45]相像。

而在夯土台基之上兴建院落式高等级大建筑

的做法，又与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核心区的

建筑方式[46]似有渊源。这些建筑方式与布局

显然都是来自大中原文化区的传统，在黄土

地带随着夯筑技术的发展、社会发展的需求

而被发扬光大。此外如前所述，芦山峁出土

的陶器、玉器大多与陶寺早期文化的风格相

近，而且陶寺早期也有大型夯土建筑。陕北

高原南部区域此时突然兴起以芦山峁为代表

的复杂社会，首先应与相对较近的晋南陶寺

社会的冲击、影响直接相关（此时关中的发

展状况还不太清楚），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文

化运动持续发展的结果。

北部的后城咀在吸收一些中原文化因素

的同时，更多表现出北方高原自身的特色。

该遗址所见分间排房，应是中原样式的夯土

建筑经本地化改造的结果。后城咀利用天然

河、沟和人工建造的石城墙来加强防御，承

袭的是河套地区仰韶晚期以来石围墙聚落的

传统。而且修建了复杂的瓮城及相关附属设

施，开创了北方高原石城瓮城城门结构的先

河。瓮城石墙“藏玉”现象，亦见于芦山

峁，其后成了北方高原大聚落普遍流行的习

俗，显然为本地区特色，应与特定的信仰、

观念有关。后城咀的兴起当是起自北方高原

的第二次文化运动的产物。

稍晚一个时段，到石峁文化早期后段，

“王者之城”石峁崛起；到石峁文化中晚

期，又有更多像兴县碧村、府谷寨山这样的

区域中心聚落出现。这些石城址既广泛吸收

了通过芦山峁等渠道传递而来的中原文化的

一些要素，也更多继承了后城咀等北方高原

先驱者的一些传统。

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峁文化的大

型城址普遍沿山脊筑石墙，在梁峁高处规划

和营建作为统治中心及礼仪中心的高等级建

筑，在山坡地带建设普通民居窑洞。这样一

种聚落格局新模式，由芦山峁、后城咀等先

行者所开创，并发展成为北方高原富有特色

的“标准的”中心聚落布局样式。这是在相

似的地貌环境、相同的社会竞争背景中，利

于防御、安全性高的一种聚落模式，也是在

接受中原大型聚落格局（如双槐树、南佐、

625 



2024年第6期

· 26（总       ）·

陶寺等所见）影响基础上因地制宜的创举。

石峁文化石城吸收中原的要素，主要有

大型夯土建筑，最早见于陶寺早期的带壁龛

的大墓，一些与陶寺出土者相像的玉器、陶

器等，还有通过芦山峁等渠道北传到石峁的

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这些石城继承本地

区早期传统因素更多，包括石城墙与冲沟、

河道绝壁相连接而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由

瓮城、墩台、马面等组成复杂的城门防御系

统，在梁峁顶部设置核心建筑区，墙内藏玉，

核心区的山峁台地以石砌护坡墙加固，大墓

殉人的葬制，以及鬲、斝、甗、瓮、尊等一套

日用陶器。另外像石峁皇城台这种都邑核心

建筑区还有独特的石雕、陶鹰等。北方高原

石城一些大型建筑，包括瓮城墩台等，是中

原夯土筑造技术与河套地区石砌建筑相结

合的产物。石峁文化兴盛后，从中原输入的

主要是社会上层所需的高等级建筑、器物和

葬仪等礼仪制度，而通过第二次“文化运动”

反向输出到晋南等中原地区的，则主要是日

用陶器、牛羊等普通的生活和生产元素。

北方高原龙山时代的繁荣与普遍牧养牛

羊等西来的食草家畜有关，这被认为在沟壑

纵横、水热条件较差、不太利于农业生产的

黄土高原，增添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新的生产力

要素[47]。根据最新成果，牛羊这些家畜的大量

发现主要是在龙山后期，龙山前期虽然已出

现但数量有限。从陕北看，靖边庙梁遗址和

横山红梁遗址出土龙山前期晚段（相当于庙

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的遗存中有一批牛羊

骨骼，是目前所知北方高原年代最早的普通

牛和绵羊标本，两者合计占出土动物总数的

30%左右，而横山贾大峁遗址的牛羊只占动物

总数的10%左右，总的看野生动物仍是主要肉

食来源。结合出土的植物遗存判断，当时该地

区的生业仍像从前一样以农业和狩猎为主，

畜牧和采集为辅，牧业经济尚在形成期。到龙

山后期，神木石峁、木柱柱梁和榆林火石梁等

遗址，动物骨骼中家畜占比高达80%以上，其

中绵羊、山羊和普通牛占总量的60%以上，已

经成为最重要的肉食资源[48]。至于石峁文化

整体生业经济结构如何有不同观点。对木柱

柱梁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表明该遗址先民以C4类食物为主，肉食比例较

低，由此推测陕北在距今4000年前后仍以粟

作农业为主、狩猎和畜牧为辅[49]。不过这种认

识目前只有该遗址7个个体的8例数据支持，而

且木柱柱梁也只是面积不过5万平方米的小遗

址，所以该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适用

于像石峁这样的大聚落，都需要更多证据做

进一步研究。目前多数研究者的认识与此相

反，认为石峁社会至少已是农牧并重（或半农

半牧）、采集狩猎为补充的生业模式[50]。另需

注意的是，据统计石峁等遗址出土黄牛骨骼中

的“老年”个体高达40%，故推断家养黄牛除

了提供肉食外，很可能还用于犁耕[51]，或许还

包括运输。在沟壑梁峁纵横交错的黄土高原，

大型畜力的使用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多

方面需要的交通运输能力，促进社会的整体

发展，都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黄土高原龙山时代第一次文化运动的直

接策源地在陕晋豫邻境地区，但始作俑者实

为东方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其西进的浪

潮冲击到晋南豫西，催生出了庙底沟二期文

化，尤其还孕育出了陶寺早期聚落代表的发

达的社会集团。该文化向外很快影响到大部

分黄土高原，在高原北部形成了龙山前期的

老虎山文化。可见，这次文化运动的原动力

实则来源于传统上发达的核心文化区。龙山

前期，尽管北方高原已出现牛羊这些新型食

草家畜，但数量有限，在生业中还没有占据

重要地位，畜牧经济还在形成初期。老虎山

文化除了开始流行空三足陶斝，多数器物与

此前的阿善文化相比都有很强的延续性；窑

洞聚落的出现始自前一个阶段，龙山前期加

快发展，但在考古遗存中还未见明显的等级

分化现象。因此这次由南向北传递的文化运

动，对北方高原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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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以粟黍和家猪为主的传统旱作农业

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改变。

只有到了龙山前后期之交，高原南部才

在强盛的陶寺集团的影响下，诞生了以芦山

峁为代表的区域复杂社会。芦山峁出土动物

骨骼情况尚不清楚，假如与陶寺早期以家猪

为主，有少量黄牛和绵羊[52]的情形相同，则

有可能新的生业模式还未波及于此，其成长

的经济基础仍是传统农业。高原南部区域从

龙山前期的史家湾到后期偏早的芦山峁，文

化面貌的变化几乎与临汾盆地的陶寺早期文

化同步；芦山峁作为酋邦层次中心聚落的出

现，应该主要是在邻近的陶寺集团刺激下，

本地区剧烈社会竞争的产物。而高原北部以

后城咀为代表的新生复杂社会，除了本地区

激烈的群体竞争和中原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新型农牧混合经济的形成也应是其兴起的重

要基础。不过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

料，只能从稍晚类似的石城聚落的爆发做出

这样的推断。

稍后石峁社会的迅速繁盛，主要原因就

是在以往粟黍种植和家猪饲养的基础上，开

始大量牧养牛羊，畜牧业比重加大，增添了新

的生产力，形成一种农牧并重的新型经济模

式。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食物资源，也带来

食物结构的重大变化，引发了鬲、斝、甗、瓮

（有些夹砂陶三足瓮有火烧的烟炱痕迹，显然

也是炊器）等一套新的大型陶炊器的改进，导

致所谓文化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新型经济模

式极大提高了黄土高原的生产力，导致财富迅

速增长，而资源竞争和分配不均又促进了社会

分化与变革，众多大型石城在北方高原接连

矗立，聚落之间与聚落内部等级分化显著，最

终孕育出石峁这样的早期国家。一时间北方

高原的繁荣景象甚至不亚于中原龙山时期最

发达的晋南。而晋南陶寺中晚期文化、聚落的

巨变，社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尽管不一定达

到半农半牧的程度，也应与大量饲养牛羊密切

相关。随之而来的是鬲、斝、甗这套陶炊器的

流行，反映的其实是石峁文化南下的影响[53]。

陶寺中期大型聚落与石峁城 几乎同时期兴

起。另外，动物考古研究显示，与石峁相似，陶

寺很大一部分牛的年龄偏老，饲养牛的主要目

的之一应当是用于畜力牵引[54]。若果真如此，

则晋南地区对牛的利用除了肉食，也与提高农

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直接相关。

四

北方高原在仰韶时代不断受南部河谷

盆地人群、文化向外扩散的影响，并几乎与

之同步变化。不过受环境和有限的生产力制

约，高原区的聚落、人口与社会始终保持低

水平运行状态，没有出现等级分化的复杂社

会。龙山前期起自陕晋豫邻境地区的庙底沟

二期文化继续对外施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北方高原的文化面貌，堪称龙山时代

第一次“文化运动”。同时来自欧亚大陆腹地

的牛羊等食草家畜也传入本地区，畜牧经济

开始出现，但此时还未能改变传统的生业结

构，很可能社会结构也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到了龙山后期（或许可早到前期之末），随

着畜牧业发展成熟、农牧并重经济模式的形

成，北方高原的聚落、人口和等级化的复杂

社会，都得到了爆发式的跳跃性发展，短时

间内出现了后城咀等酋邦层次的区域组织，

并很快就孕育出了石峁那样的国家社会。北

方高原也由从前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

动的输出者，掀起了新一次自北向南冲击的

“文化运动”。龙山前、后期两次文化运动，

内容不同，发源地与传播方向不同，兴起的

背景和原动力不同，结果也不相同。

芦山峁的出现，仍然主要是传统上发达

的中原核心文化区持续向高原扩展的产物，

依托的当是粟作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

从后城咀到石峁的演进，则是北方高原新兴

的“经济革命”导致“社会革命”的结果，依

托的是半农半牧的新型经济模式。石峁城兴

起后，芦山峁和后城咀紧接着就衰落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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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南、北两端同时期的骤然变化也许不是偶

然的，很可能是陕北某集团迈向石峁国家的

征途中，导致高原大范围社会剧变的结果。

从芦山峁到石峁的兴衰演替，实际上

体现的是前、后两个阶段，中原与北方在经

济、文化与社会各方面此消彼长的变化。在

此转化过程中，地处高原南部低地的晋南，

受到北方“新经济革命”及其带来的“新文

化运动”南下的影响，接连出现了陶寺、周

家庄等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的特大聚落，而

且几乎与石峁同时催生出了陶寺这样的早期

国家。其后畜牧经济甚至深入中原腹地，随

之而来的是青铜冶炼术，这些新的经济要素

与中原传统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建设相结

合，又进一步催生出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推

动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

附记：本文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

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

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20YFC 

1521606）子课题“周家庄、西吴壁遗址的生业

资源技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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