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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debates over the‘Earliest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Earliest China’should
refer to the‘Earliest 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 or the Earliest China in cultur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Earliest China politically or the geographical center.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Earliest China should
have come into being during the Miaodigou Era around 4000 BC. It ranged across the majority of China,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 complex with a center. It pav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hina
from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onwards. It was characteristic of an agriculture- based economy and
centered the ancestral-worship belief.
Keywords：Earliest China, early China, Miaodigou Era

摘要：学术界对于“最早中国”有着不同的理解，本文所谓“最早中国”，指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

化意义上的最早中国，不同于政治意义上或国家阶段的最早中国，不同于狭义“地中”意义上的最早中国。本文

认为，最早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涵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具备有中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

结构，是商周乃至于秦汉以后文化中国的前身和政治中国的基础，其最基本的特质是以农为本，最核心的观念是

祖先崇拜。

关键词：最早中国；早期中国；庙底沟时代

最早中国：多元一体早期中国的形成*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一 关于最早中国的研究

最早的中国诞生于何时何地？是个什么样

子？这或许是现在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关于这

个问题的讨论，虽然在近几年才成为热点，但开

始的时间却至少要早到 20 世纪 80 年代。1986
年，严文明提出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现代中国的

基础，已形成有中心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

史前中国格局［1］。1987年，张光直提出约公元前

4000年后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2］。前者揭示

了最早中国的圈层结构，后者指明其形成时间，

各有侧重。

20世纪末期，苏秉琦指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

“共识的中国”［3］。赵辉提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

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和历史趋势“肇始于公元前

3000至前2500年之间”［4］。2004年—2005年，笔

者提出“早期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5］，

2009年进一步指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

“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公元前 6000年左右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的阶段性成果。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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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区系（公元前18000～前7000年）

Ⅰ. 绳纹圜底釜文化系统 Ⅱ. 平底盆—圈足盘—双耳罐文化系统

Ⅲ. 深腹罐文化系统 Ⅳ. 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 Ⅴ. 筒形罐文化系统

1-3．釜（甑皮岩DT6∶072、玉蟾岩95DMT9∶26、顶蛳山T2206④∶1）
4. 盆（上山H301∶1） 5、16. 豆（上山H193∶1. 双塔ⅡT130②∶2） 6.
双耳罐（上山H226∶5） 7. 圈足盘（小黄山M2∶2） 8、9. 深腹罐（李家

沟09XLL∶612、738） 10. 素面釜（扁扁洞） 11-15. 筒形罐（东胡林T9
⑤∶20、转年、双塔ⅡT406②∶4、ⅡC2∶1、ⅡT117②∶11）（均为陶器）

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

的庙底沟类型时期［6］。2011年，为推进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

究”，笔者组织召开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

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上李新伟提出中

国的史前基础可称之为“最初的中国”［7］，何驽

提出最初“中国”应该是陶寺文化［8］。

以上诸观点，都是认为最早的中国在史前时

期已有雏形或者已经形成，但具体仍有差异。比

如严文明、赵辉和笔者都认为史前的中国是以中

原为中心的，苏秉琦、张光直和李新伟则更强调

各区域的“平等”地位。再比如何驽所说最初的

“中国”局限在晋南，实际上只是先秦时期“地

中”或“中土”的含义，而其他学者所说的中

国，更接近于先秦时期的所谓“天下”［9］，或者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应该是国家产

生以后的事情，至少应该出现于夏商周三代。

2005年，李零指出西周时期出现

的“禹迹”传说，“是借助传说

对外表达的最早的‘中国’概

念”，暗示最早的中国出现于西

周［10］。2009年，许宏提出二里

头时代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大幅度

扩张而形成最早的中国［11］。

西周或者二里头时代当然已

经形成早期中国，但不见得是最

早的中国。笔者认为最早的中

国，只是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

国，就是和现代中国传统上绵长

接续、地理上大体吻合的一个超

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不同于

政治意义上的最早中国，不见得

非要进入国家阶段或晚到夏商周

时期。

二 最早中国的形成

中国幅员辽阔，能够在中国

大部地区看到一个颇具共性的超级文化圈，那是

在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各区域文化

经过了较长时间交流融合的结果，而这个交融过

程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尽管在中国内部存在

文化差异，也不时和西方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

流，但总体上铲形门齿等后世蒙古人种的特征普

遍存在，砾石—石片工业传统贯穿始终，表现出

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上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特

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秉琦说，“中国文化

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12］。

约距今 2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

融加速进行。约公元前9000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

早期晚段，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形成五大文化系

统，彼此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而且不排除这

些文化陶器的产生都受到华南最早制陶技术启发

的可能性［13］。（图一）约公元前6000年进入新石

器时代中期中段后，各文化区交流显著加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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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整合成四个文化系统，中原

裴李岗文化的强势地位凸显并对外产生积极影

响，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早期

中国的雏形。（图二）约公元前 5000年进入新石

器时代晚期以后，进一步整合形成黄河流域、长

江流域—华南、东北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雏

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围大幅扩张。（图三）

新石器时代之末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个关

键点。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

从晋南—豫西—关中东部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

响，由此造成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化”和黄河上

中游文化的空前趋同局势，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

陶遍及大江南北，以前的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

的格局大为改观，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

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

圈。（图四）这个超级文化共

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

意义上，都为夏商周乃至秦

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

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

国”的正式形成［14］，堪称最

早的中国！之后从公元前

3500 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周“王

国”时代，都只是在庙底沟

时代形成的最早中国基础上

的延续和发展。

庙底沟时代恰好也是社

会开始走向分化的时代，开

启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先

河［15］。中原核心区河南灵宝

西坡、陕西白水下河、陕西

华 县 泉 护 遗 址 已 经 出 现

200～500平方米的大型“宫

殿式”房屋，或许是公共

“殿堂”兼首领人物的居所，

意味着中原已经率先开始了

社会复杂化进程。而首领人

物地位的凸显，极可能就与领导战争有关。专门

武器穿孔石钺或许已经具有军权象征意义，如汝

州阎村“鹳鱼钺”图所昭示的那样［16］。庙底沟时

代中原文化大幅度扩张影响，带动周围的大汶口

文化、红山文化、崧泽文化等渐次开始了文明化

进程，可能既与其令人仰慕的“文明”成就有

关，也当离不开战争的直接促进作用。

我们曾经推测东庄—庙底沟类型向陕甘地区

的强烈影响，可能对应黄帝战败炎帝的“阪泉之

战”，“鹳鱼钺”图或许就是传说中黄帝打败炎帝

的“纪念碑”；而庙底沟时代河北平原后岗类型的

衰亡，可能对应黄帝战败蚩尤的“涿鹿之战”［17］。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

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图二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文化区系（公元前6200～前5500年）

Ⅰ. 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Ⅱ. 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 Ⅲ. 素面圜底

釜文化系统 Ⅳ. 筒形罐文化系统

1-4. 筒形罐（盂）（磁山 T96②∶ 38、25、兴隆洼 F171④∶ 10、F180④∶ 8）
5、 10. 深腹罐（白家 T309③∶ 4、裴李岗M37∶ 3） 6-9、13、14、16、18、
20、25. 钵（白家T204H25∶1、T116H4∶2、T117③∶4、T121③∶8、裴李岗

M38∶ 11、M56∶ 4、彭头山T5⑤∶ 4、F2∶ 1、后李H1546∶ 1、跨湖桥T0410
湖Ⅲ∶17） 11、22. 壶（裴李岗M100∶10、后李H1677∶1） 12. 鼎（贾湖

H104∶ 6） 15、17、19、21、23．釜（罐）（彭头山H2∶ 47、H1∶ 6、后李

H3827∶ 1、H3832∶ 1、跨湖桥 T0411⑧A∶ 132） 24. 双耳罐（跨湖桥 T0411
⑧A∶24） 26. 圈足盘（跨湖桥T0513⑨C∶2）（均为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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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三 最早中国的范围和结构

庙底沟时代形成的最早的中国文化圈，东达

海岱，西至甘青，南达江湘，北逾燕山，涵盖了

现代中国的大部地区。如果将全新世的亚欧大陆

划分为三大文化圈［18］，那么最早中国这个稍小的

文化圈，实际上是早期东方文化圈的主体部分，

在西、北两个方向则与早期西方文化圈和早期北

方文化圈有所交错。

就内部来说，最早的中国文化圈，具备有中

心有主体的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

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

中心区，即仰韶文化东庄类型—

庙底沟类型分布区，最具代表性

的花瓣纹彩陶线条流畅，设色典

雅；双唇口小口尖底瓶、折腹釜

形鼎等典型器造型规整大气。向

外是主体区，即黄河中游地区

（南侧还包括汉水上中游、淮河

上游等），也就是除核心区之外

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花瓣纹

彩陶造型因地略异，线条稚嫩迟

滞，其中偏东部彩陶多色搭配，

活泼有余而沉稳不足。再向外是

边缘区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

和东北等仰韶文化的邻境地区，

包含诸多考古学文化，时见花瓣

纹彩陶，但主体器类仍为当地传

统，常见在当地器物上装饰庙底

沟类型式花纹，土洋结合。庙底

沟时代三层次的早期中国结构长

期延续，至商周时期甚至发展为

四层结构，与文献记载商周王朝

的内外服制度吻合，成为秦汉直

至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

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据 《史记·五帝本纪》 记

载，黄帝曾经“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

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

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与考古

学上最早中国的范围何其相似！在《史记·五帝

本纪》以及《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

系》所记载的古史体系中，五帝一脉且以黄帝为

宗，传说中甚至连北狄也属于黄帝族系，正与东

庄—庙底沟类型的深远影响吻合［19］。不管早期中

国各区域文化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庙底沟

类型的文化“基因”长期传承，黄帝作为人文共

祖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持久的民族记忆。换一

句话说，中华民族各区域关于黄帝的记忆，可能

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历史背景的投影，而非如某些

图三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区系（公元前5000～前4200年）

Ⅰ. 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Ⅱ. 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

统 Ⅲ. 筒形罐文化系统

1、15. 筒形罐 （赵宝沟 F105② ∶ 28、新乐） 2. 尊 （赵宝沟 F7② ∶

15） 3、16. 圈足钵（赵宝沟F105②∶ 11、新乐） 4、17. 鼎（后岗H5
∶ 6、北辛H706∶ 7） 5、8、19. 瓶（壶）（后岗、姜寨T181F46∶11、北

辛H1002∶12） 6、9、24. 罐（后岗H2∶2、姜寨T276M159∶4、河姆渡

T33（4）∶109） 7、10、14. 钵（后岗H2∶1、姜寨T276W222∶1、划城岗

T28⑥∶ 1） 11、22. 盆（姜寨 T16W63∶ 1、罗家角 T129④∶ 3） 12、
18、20、23. 釜（划城岗T13⑦B∶5、北辛M702∶1、罗家角T128③∶20、
河姆渡T26（4） ∶34） 13、27、28. 圈足盘（划城岗M156∶1、咸头岭T9
⑤∶1、T1⑧∶2） 21. 盉（罗家角 T107①∶ 2） 25. 豆（河姆渡 T211
（4B）∶447） 26. 杯（咸头岭T1⑤∶2）（均为陶器）

0 250 500750km
250k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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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言只是后世编造、想象或者攀附的结果。

四 最早中国的文化特质

最早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

圈，就是因为她有独特的物质文化特征和文明特

质。我曾论述过早期中国的特质有以农为本、稳

定内敛、礼器礼制、整体思维、世俗观念、祖先

崇拜等几项［20］，这当中最基本的特质是以农为

本，最核心的观念是祖先崇拜。

早期中国处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地区，拥有

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占据适合耕种的广袤黄土

地带，一万多年前即发明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

形成互为补充的两大农业体系，至最早中国形成

的庙底沟时代农业已成生业经济

主体，以农为本的观念根深蒂

固。发展农业需要长远规划和稳

定的社会秩序，具有规范节制功

能的礼制应时而生。比如中原核

心区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之

交的灵宝西坡大墓，墓室阔大且

有二层台，随葬精美玉钺以及成

对大口缸、簋形器等陶器，彰显

出墓主人具有崇高地位；但随葬

品一墓最多不过十余件，且多为

粗陋明器，显示出生死有度、重

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

特质［21］。一般庙底沟类型的墓葬

则基本不见随葬品，也当并非都

是“贫困”所致，更应与其朴实

节制的观念相关。这样的以农为

本和礼制观念，经夏商周三代放

大，一直传承到近世，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中国的基本发展道路，

塑造了中国的基本社会格局。

早期中国罕见埃及、西亚那

样的大型神庙、神祠、偶像等神

祇崇拜遗存，尤其中原核心地区

更是如此。其原始宗教信仰主要

蕴含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祖先

崇拜应当是这个信仰体系的核心。早期中国墓葬

基本都是土葬，讲究让先人“入土为安”，实质

或许是为活着的人提供继承祖先土地长期农耕的

合理性。中原等地自裴李岗文化以来，墓地就分

区分组，排列有序，其空间秩序应当主要依据血

缘辈分，体现对祖先的敬重和长久历史记忆，也

应当是现实中重视氏族社会秩序的反映。参照文

献传说，早期中国不像西方有那么丰富的创世神

话，有的只是祖先们一代代传承奋斗的传说，考

古与传说基本可互相印证。发展农业需要较为精

确的天文、地理知识和相应的宗教观念，考古上

也确有可能与早期天文有关的遗存发现［22］，但在

传说中这些天文知识的拥有者基本都还是先祖。

图四 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最早中国（公元前4200～前3500年）

Ⅰ. 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 Ⅱ. 早期中国文化圈 Ⅲ. 筒形罐文化系统

A. 核心区 B. 主体区 C. 边缘区

1、7、12、13. 盆（章毛乌素 F1∶4、庙底沟H11∶75、胡李家 T1②∶

1、H14 ∶2） 2、8、20. 罐（章毛乌素F1∶2、庙底沟H322∶66、蜘蛛山

T1③∶47） 3、10、14、16、22. 钵（章毛乌素F1∶6、大地湾T1③∶1、
胡李家T1004②B∶3、城头山H210∶3、西水泉H4∶2） 4、9、11. 瓶（庙

底沟T203∶43、大地湾F2∶14、QD0∶19） 5. 釜（庙底沟H12∶112）
6. 灶（庙底沟H47∶34） 15、23、27. 鼎（城头山M665∶2、大汶口M1013
∶5、崧泽M10∶3） 17、24、28. 豆（城头山M678∶4、大汶口M2005∶
49、崧泽M30∶ 4） 18、25. 杯（城头山M679∶ 3、大汶口M2002∶ 8）
19．筒形罐（西水泉F13∶ 31） 21、26、29. 壶（西水泉H2∶ 21、大汶

口M1013∶2、崧泽M30∶3）（均为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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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聚族而葬”习俗和祖先崇拜观念，可能

对应现实中“聚族而居”的社会模式，至西周以

后形成强大的宗法制度和孝道观念，并延续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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