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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 表 沟 化 与 工 里 義 化 ： 考劣 所 見年 ｌ

嗾群 与 卑 鼠 係 统 的形 成 与 演 迸

□ 曹兵武 （ 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

何谓华夏 ？ 华夏族群与华 夏传统何 以 形成 、何 时

形成 ？ 随着考 古学 文化时空框架 、 内 涵特征及源流谱

系 的 不断清晰 ，
我们可 以发现两个重要 的 史 前考 古学

文化时 期 可能 在华夏族群形成和 文化认 同 上 发挥 了

关键性作 用 ：

一

是新石器 时代 中期 的 仰韶文化尤其是

其庙底沟阶段
，
农业作 为 主要经济基础 的 确立 造成大

规模人 口 增长
，
彩 陶 、 独具特 色 的 器物群 与 其他具 有

高度
一

致性 的 物 质 文 化 以 中 原 为 中 心 向 黄河 中 上 游

及其 以 外地 区 大肆扩张 ， 结合 近年基 因 、 语 言 等 多 学

科研究成果 ，
大致可以确认这 支 文 化就是今天人 口 众

多 、 分布地域 广 阔 的 汉藏语 系 形成 的 考 古学基础 ，
因

此对于华夏传统 的 形成具有族群 、 语 言 与 文化上 的 奠

基性意 义
；

二是龙 山 阶段之 后 崛起于 中原腹心地带 的

二里头 文化 ， 在仰韶文化解体 之后 的 早期 中 国 相互作

用 圈 诸 区 域性 文化传统竞逐 中 于 仰韶故地再次脱 颖

而 出 ，
综合 当 时 已 知 的 诸 先进 文化 因 素

， 熔 铸 出 超越

区域性文化传统之 上 的 文化正统和文 明 大统
，
为 夏商

周 的 王朝 赓续提供 了 世界观 、 价值观 乃 至器 用 制度 、

政治体制等认 同与遵循
，
大致 上 与 文献 中 描绘 的 夏王

朝 崛起正相对应 。 因 此
，
如 果说具有强烈 融合扩张性

质 的 庙底沟化为华夏传统之 奠 基 ，
而二里头化 则熔 铸

出鼎 立 中原 的华夏正统 。

—

、 弓 Ｉ 言

现 代 民族概念起源 于 欧洲
，
清 末 民 初 才 传 入 中

国 。 中 国人 、 中 华民族都是在 漫长 的 历史过程 中 逐 步

形成 的 族群认 同观念 ，
尤其 是 中 华 民族 的称呼 是 晚至

清末梁 启 超先 生面对 国 内 外政 治 外 交形 势和救 亡 图

存 的 需要
，
总结 中 国境 内族群互动脉络后 首先提 出 和

界定
，
进而得 到 广 泛认 同

， 并成 为 了 辛亥之后 五族 共

和 的 学 术和思想基础Ａ 中 国 人 的观念认 同 可 能在 史

前 的 五帝时代 已经存在 ， 《史 记 ？ 五帝本纪 》载 ：

“

尧 崩
，

三年之丧毕 ， 舜让避 丹朱于 南河之 南 … … 而后 之 中 国

践天子位焉
，
是 为帝舜 。

”

如 果说帝舜
“

之 中 国
”

还 是 司

马迁对传说 的 追 述 ，
那 么

， 目 前确凿 的 文 献证据 则 可

以追溯 到西 周 。 １ ９６３ 年 出 土于陕西省 宝鸡贾村镇周 成

王时期 的何尊铭文 中 有
“

宅 兹 中 国
”

四 字 ，
按上下文 意

是指 西 周 王 朝 的 成 周 地 区 ， 而 《 史记 ？ 周 本纪 》 也 记 载

周初 周公在成周营建 洛 邑
，
是 因 为

“

此 天 下之 中 ，
四 方

入贡道里均
”

。 可见居住在 中 原洛 阳
一

带传统上 有天

地之 中 之称那块地方 的 人
， 在西周初 年 甚至 更 早 的帝

舜时代就 已 经是文化观念上 的 中 国 人了

在 早期 中 国
， 对于 不 同 族群与 文化 当 然 是 早 有认

识 的 。 中 国人 、 中 原人 、汉人 以及相对 于他们 的 周边族

群分异 与 交 互 ， 在 上 古 时 期 已 有 很 多 传说
，
三代 尤其

自 先秦和秦汉之后 ， 分合 交 斗 的 情况是 比较清晰确 凿

的 。 先秦之后 中 国之人 随朝代 不 同而产生周 秦汉唐等

不 同称呼 ， 但基本 上 都 以 中 原 不 断扩大 的 中 国范 围 内

的 人 为 实指 ， 包括 中 华及今 天 广 泛存在 的华人认 同 ，

也 是
一

种 满 清 之 后 在 世 界 民 族 之林从事 民族 国 家 建

设 中对
一

个扩大 了 的 中 国 人认 同 的 回 归和重新确认 。

早期 中 国 人 更 重要 的
一

个称谓 是华夏 ，
这是

一

种

更 为 古老和底层 的族群与文化认知 ，
也 蕴藏着 中 华 民

族血脉与 文化传承的 诸 多 密码 。 秦汉之前 的春秋战 国

时代 ， 中 原 各 诸 侯 国 的 主体族群 自 称 为 诸 夏
，
也 称 为

华夏
， 而周 边包 括

一

些 著 名 诸侯 国 却 并 非 诸 夏 ，
比 如

实 力很强 的楚 国 就被华夏之人视 为 南蛮？
。 华 夏 不 仅

是 我 们今天 通 常 所说 的 中 国 传统文 化 即 先 秦 时期 轴

心时 代 诸哲 思考 、记述 的 结 果
，
也是经过 夏 商 周 三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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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
一

千 多年 的族群融合 以及政 治 、 文化认 同和传承

而形成 的 结果 ， 是先秦 时代 已经存在 的相对于 周 边 四

夷 的
一

种族群 自 觉 。 但是 ， 华夏还应该有
一

个长期 的

不 自 觉 的 存在阶段 ，
从 夏商 周 再 往前 追 溯 也 有 史 实 素

地和史 影可寻 。 三代之 前 的 传说时代 曾 经 有华夏 、 苗

蛮 、 东 夷 等 不 同 部族 集 团 长 期互动 的 文 化记忆 ，
考 古

学等也揭示 出 早 期 中 国 有
一

个从 多 元 走 向
一

体 、 中原

族群 与 文 化逐 渐确 立 主体和 正 统地位 的 文 化发 展 历

程 。 所以 ，
华夏 核心 的 形成 、 四 夷 入华 夏 的 过程和 机

制
，
是早期 中 华民族和 中 国 文 明及其特 质形成与 演 进

的 关键 。 这
一

过程既 有族群血缘上 的传承 与 融合 ，
也

有 文化与 社会 、 政 治 演 进 的 同化与 认 同 ，
是 个 宏 大 而

复 杂 的 过程 。

百年 的现代科学考 古 发现 与 研究 ，
逐步揭示 出今

天 中 国 大地上从 旧 石器时 代 以 来人 类 繁 衍 生息 的 各

类物 质 文化遗存
，
包括化石 、基 因 的 演变 交 融情 形Ｉ

从 中 基本 上可 以看 出 由 早 期 直 立人到现代 中 国 人
，
经

过原始 采猎 、 早 期农耕而逐渐形成具 有地域特色 的 经

济 、社会和 文化 系统
，
并从 多 元走 向

一体 ，
融汇 出 早 期

华 夏族群 与 文 明 的核心 ，
为 后 世 中 华民族 和 中 华 文 明

的发 展壮大奠定基础 的 过程与机制 。

本 文 以考 古发现 为 主 要依据 ， 以 区 域性文化传统

形成 、 演变 、 融合 为 主要对 象 ， 追寻东 亚地 区 早期 主体

族群 、 文 明 高地和 早 期 中 国相互作 用 圈 的 形成过程 与

机 制 ， 并希望从 中窥视 华夏族群及其创造 的 文 明 的
一

些特点 。

二
、 作 为 背 景 的 多 元 区域性 文 化传统

的 形成 与 演 进

虽 然 考 古 学 文 化 是 以被发现 的 古 人 类 遗物和遗

迹来 界定和描绘 的Ａ 但它们 反 映
一

定时空 之 内 的人

类 生 活生 产 资料选 择 、
工 艺技术 、 社会组 织 与 精 神 文

化
，
其背 后对应着特定 的 个体和群体 ，

百 年 中 国 考 古

学 已 经基 本 上 建 立 起 早 期 中 国 人 类 文 化 演 进 的 时空

框架和 文化谱 系
，
因 此

，
对相 关考 古 发现进 行 系 统 梳

理
，
大致 上可 以从 中 寻绎华 夏传统萌生与 演进 的 历 史

过程 。

古 人 类在 中 国 大 地 上 生 存 已 有 近 两百万 年 的 历

史 ？
，
但 是能够基于 考 古遗存比较清晰地辨 识 出 以器

用 等技术和生业特征为 表征 的 区 域性文化传统来 ，
大

致 上 是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尤其是 距今万 年 左 右进 入新

石器 时代 以后 的 情况 。 因 为 石器等 工具组合 的 不断丰

富 与 复 杂化 ， 陶 器 和农业 的 发 明 与 推 广 ， 人 口 增 加 和

定 居 ，
以 及对环境 的 深度 开发 利 用 与 适 应 等 ，

都 是新

旧石器过渡阶段之后 的 文化现象 。 因 此
，
中 国 考 古 学

才 产 生 了对新石 器 时 代 以及之 后
一

系 列 地域性 的考

古 学文化命名 。 这 些可 以被辨识 的 不 同 区 域性文化及

其延续而成 的传统
，
大致 上就是此后 传说时代 的 各族

群集 团 生产 生活遗 留 的物 质性遗存 。 大约 自 新石器时

代 中 期
，
尤其 是农业经 济发 展 起 来 以 后 ，

定 居性 的 村

落成 为具有普遍性 的 文化景观 ，
各地 的考 古学文化作

为
一

种 具 有 浓厚 地方性适应特征并长 期 延续 的 生 活

传统逐步落地生根 并 不断发 展壮大
，
不仅形成了 几个

大 的 各具特 色 的 区 域性 文化传统 区 ， 相互之 间 也 逐步

以部落或族群集 团 的形式展 开互动 ， 结成 了
一个早 期

中 国相互作 用 圈 ， 在相互作 用 中 开启 了从 多 元 文化走

向超越部落族群 的 中华文 明
一

体 的 历 史进程气

从区域性文化传统 的 形成 与 演进 来看
，
这一进程

大致可 以划分为 以下阶段 ：

１ ． 孕 育 ： 从 旧 石器时代 早 期 开始
，
中 国 已 有近 ２００

万年 的 人类生存发 展 史
，
尤其是 古现代人走 出 非洲 之

后
，
沿着 南方海岸线和北方草原之路分不 同 批次都 曾

经 到 达 过 中 国 ， 他们之 间 不仅 发 生 过基 因 与 文 化 交

流 ，
而且较 多兼容了现代人之 前 的 各 类残存 古 人 类如

尼安德特人和丹尼 索瓦人等 的基 因 与 文化＇ 并 因 为

不 同 环境及相 应 的 适应 策略 而 表现 出 南方 砾石器 和

北 方石 片 石 器 两 大 长 期 共 存 的 旧 石器技术 与 文 化传

统 。 整个东亚 旧石器时代 的 古 人 类都可能或 多或少 地

为 后 来 的 中 国人做 出 了基 因 贡献
， 他们创造 的 文化 当

然也 是 早期华夏传统 的 最 早基底 。

２ ． 萌 芽 ： 旧 石器时 代 晚 期 尤 其 是 距今 １ ． ８ 万 年 之

后
，
末次冰 期 迎 来 拐点 ，

气候快速 转暖 并伴 随 剧 烈 波

动
，
盛冰期 前后 这段 时 间 的 古人 类 为 应对极端环境被

迫采取 广 谱性适应 策略 ，
强化对环境 的 开发与 采猎活

动
，
对某 些 动植物 资源 的 认 知利 用 不 断深化 ，

技术 曰

益复 杂
，

工 具体 系 也 进
一

步 小 型化和 多 样化 ，
尤其 是

南方和 东 部 中 国 由 于环境相对 优裕 ， 古人类 生 活相对

稳定
，
定 居性较强

，
率先发 明 了 陶器 ， 并尝试对 多 种动

植 物 资源 的 深度利 用 。 经过 距今 １ ． ２ ８ 万年 左 右 的 新

仙女 木小冰期 的 回 炉锤炼 ，
在之后

一

路 向 好 的 气候环

境鼓舞 下
，

人 类尝试农业与 畜养
，
人丁 日 益兴旺

，
甚至

尝试在旷野上建筑房屋
，
形成永久或半永久性定 居村

落 。 距今万年左右 ， 包括陶器 、 磨 制石器 、 玉器 ， 以及 南

稻北谷两种谷物农业 ，
热 带亚 热带 的 块 茎类作物 ，

还

有 河 湖 沼 泽 与 沿 海 丰裕环境下 的 密 集 型 渔猎 采 集 等

几大经济区 系初具雏形
，
为 日 益复 杂且 与 特定地域环

境耦合 良好 的 区 域性 文化传统在 多 个地 区 的 发 展 奠

定 了基础 。

３ ． 落地生根 ：
距今 ９０００ 年 左右

，
尤其 是在距今

８４００
—

８２００ 年 剧烈 的降温事件？之 后 ， 全新 世迎来 了

水热条件耦合 良 好 的 大暖 期 阶 段 ， 气候环境非常适于

农业发 展和传播 ， 农 作 与 定 居社会在东 部 中 国 的 山

前 、 河谷 、湖盆等 宜 居地 区 蔚成大观 ， 形成连 片 的 村落

文化遗址群 ，
器 用 、 聚落结构和 精 神 文化产 品 日 趋 复

杂 。 具 有
一

定地域特 色 的新石器较 早 阶段考 古学 文化

如东 北 的 兴 隆洼 文化
，
华 北 北 部 的 兴 隆 文 化 ， 黄 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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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及其东 南缘 的 裴李 岗 、 老 官 台 、 大地湾 、 磁 山 文 化 ，

海 岱 地 区 的 后 李 文化
，
洞 庭 湖畔 的 彭 头 山 文 化

，
江淮

的 顺 山 集 文 化 ， 杭 州 湾 的 河姆渡 、 跨湖桥 乃 至 更早 的

上 山 文化等 如雨 后 春笋 般 涌现
，
它们 已 经 表现 出 各具

特 色 的 区 域性特征并 和之 后 的 文 化传统形成明 显 的

连续 关联性 。

４ ． 发 展 壮大 ：
距 今 ７ ０００

—

５ ５ ００ 年 间 ，
在 经 济 、 技

术 、观 念尤其 是 人 口 快速增长 等 因 素促进下 ，
相对 独

立或者孤立 的 文化区块 比如 仰韶文化 、 大汶 口 文化 、

红 山 文化 、 屈家岭文化 、 良 渚 文化等 ， 都逐 步实现了将

同
一

地理环境 区 域性下 的 不 同 考 古学 文化统
一

整合
，

发 展壮 大 为 成熟 的 在经济形态 、 聚 落结构 、器物组合

与精神信仰等方面 各具特 色 的 区域 文化传统
，
并 出 现

了聚落间和社会内部分层
，
启动了社会复 杂化进程 。

不 同 文化区 域之 间既相互区分 也 密切交流
，
从而形成

一

个与 后 世 中 国 范 围 近似 的 东亚 早 期 文化互 动 圈 ？
，

一

些奢侈 品 和意识形态物 品包括知 识与观念等 ， 可能

在 不 同 区 域 的 上层之 间相互流通？
。 苏秉琦先 生等 以

区 系 类型学 说将其归纳 为 中 国 史 前 文化 的 六大 区 系
，

并指 出 它们 不仅 各 有 渊 源 、 特征和发 展 道路
，
区 内 和

区 间大致 同 步 演变 又相互影 响
，
也 是夏商 周三代文化

以及春 秋战 国 时 期 晋 、 楚 、 秦 、齐 、 燕 、 吴越 、 巴 蜀 的 史

前基础气

５ ． 碰 撞 重组 ：
大约 距今 ５ ５ ００ 年 左右

， 各 地 的 区 域

一

体化相继 达到 高峰 ，
人 口 饱和

，
区 间 空 白 缓 冲地带

减少
，
加 上 全新 世大暖期 已 越过了气候最佳阶段 ， 资

源压 力陡然 加大
，
处 于环境敏 感地 区 的 仰韶 文化率 先

离析解体 ，
同 时麦 类 、 牛羊等 源 自 西亚 的 新经 济 因 素

开始 涌人 ，
引 发仰韶 文化 区 在粟作农业基础 上 又

一

次

产业革命 。

一

方面 人地关 系 紧 张造成在聚落 间 与 不 同

文化类 型 间 竞争加强
，
聚落 内 外 的分化与 冲突加 剧 ，

各地城墙林 立 ， 壕沟纵横 ，

一

些显贵 大墓异常奢华 ，
另

一

方面新技术传播加快 ，
文化 交流 与趋 同现 象 愈加 明

显？
，
严文明先生仔细梳理各地 区 的统

一

性与 多 样性

之后
，
提 出 龙 山 时 代 的概括性命名 ？

，
我 也曾经论说过

此 乃 由 经济社会发展 转 型 引 发 的 普 遍 龙 山 化 的 文 化

现象及其深刻意 义气
一

个真正 的 早 期 中 国相互 作 用

圈将 各 区 域 的 文化与族群 更加 紧 密地联 系 在
一

起
，

逐

鹿 中 原 的大幕 已经启 动 。

６ ．核心生成 ： 经过剧 烈 的 分化 、 重组 与 竞 逐
，

一 些

区域传统快速衰落崩 解 ， 而 中 原地区经过龙 山 时代 的

激烈竞逐之 后
，
崛起 了 综合 当 时东亚大地各类先进文

化因 素 、具有强大辐射 力 并凌 驾于其他地区之 上 的 二

里头文化？
。 联系 早期 中 国王朝 国家万邦来朝 的 中 国

传统历 史叙事 ， 可 以认为
一

个 文化认 同 上 的 正统和超

越地域 的大统 已经确 立起来 。 经 过 夏 商周三代 的 赓续

传承与发展 完善 ，

一

个 以 中原 为 中 心 的 历 史 趋 势业 已

形成 再经过春秋战 国 轴心化时期经典文 献 的记述

与 表达
，
以及之 后 的 秦汉

一

统
， 可 以说华 夏 传统作 为

集成 东 亚地 区 农业和 农牧 交互 文 化 的 文 明 高峰与 引

力核心 已 经确立 ，
此 后便 以 滚雪球般膨大 的 机制 不 断

发展壮大 。

以 上 是 以整个东 亚 为 背景 的 早 期 人 类 与 文化从

采 猎经 过农耕畜牧 孕 育 出 以华 夏 为 核心 的 文 明 高 地

和主体族群 的 大致 的 纵 向 发 展脉络 。 而从横 向来说
，

相对于非 洲和欧洲 ，
早 期 中 国这块土地作 为 东方 的 宜

居 之地 ， 自 直 立 人 以 來 ，
曾 经 有 多 支不 同 古 人 类远道

而来生存繁 衍 ， 可 以说 中 国 是欧亚 大陆最具 早期 古 人

类 多样性 的地 区 之
一

，
他们之 间 的 遗传跨度 与融合幅

度 ，
远远超过包括 非洲在 内 的其他地区 ？

。 东 亚 自 青藏

高 原 至沿 海平原 高度 复杂 多 样环境 下 涵 养 的 早 期 人

类族群 、 生 业 类型及其融合互动方式 的复 杂 多样性 ，

使得新石器 时 代 的 中 国 充 分 展现 了 多 区 域性 文化传

统 的 兴旺发达及其相互作 用
，
从而使得华夏传统在形

成 过程 中 得 以吸 纳整合 了极其 广 阔 的 时 间 纵深和 地

理范畴 中 的 人与 文化成就 。 在 中 原 中 心形成之前新石

器时代 中 期 区 域性文化传统 竞相 发展 的高峰阶段 ，
也

正 是 古 史传说 中 炎黄 蚩 尤 等 几 大部族 异常 活跃 的 时

期 ，
考 古 可见黄土 地带 的 华 夏族 与 海 岱 、 江 淮

一

带 的

东 夷 族 ， 还 有 长江 中 游及 以 南 的 苗 蛮 、 长 江 下 游 的 古

越族 等 ，
都是人 口 众 多 、 实 力很强 的族群集 团 ？

。然而 ，

新 旧 石器 过渡阶段 不 同 的 文化基础和地理环境舞 台 ，

不仅使他们走 了不 同 的发展道路
，
也使得在 区域 间 的

相互 作 用 中 各 自 占 据不 同 的 地位 。 按照严 文 明先生 的

分析
，
新石器时代 中 期 各区 域性文化传统之 间 已经结

成 了 重瓣花朵式 的 结构气 初步显示 出 从 多 元走 向
一

体化 的发 展趋 势 。 而经过仰韶文化时期 的 庙底沟化与

龙 山 时代 重组之后 的 二里 头 化这两次集 大成 式 的 融

合扩张事件 ， 华 夏 集 团 渐渐脱颖 而 出 ，
成 为 早 期 中 国

范 围 内 各 区 域 文化交互 的 中 心 。 因 此 ， 庙底沟化与 二

里 头化
，
可 以说是早期 中 国浓墨重彩 的 华化和夏化 ，

为 此后 的 历史发展铺设 了耀 眼坚实 的底色 ？
^

三
、仰 韶 文 化及 其庙底 沟 化 ：

核心 族 群 生 成 和 文化性格 奠 基

庙底沟是仰韶 文化 中 期阶段 的 代名词 。 １ ９２ １ 年仰

韶 文化 的 发现 与 命 名 被 认 为 是现代 中 国 科学考 古 学

诞生 的标志 。 经过百年考古发现与 研 究
，
已基 本 上 可

以 确 定仰韶 文 化是
一

支 以 黄河 中 上 游和 黄土高原 为

主要分布 区 的地域性文化 。 但是 ，
无论从距今 ７０ ００

—

４７００ 年 的存在时 间 、 大约 １ ３ ０ 万平方千米分 布空 间 、

关 系 错综复杂 的 地方类 型及其源 流 、 以及众 多 的 遗址

数量而论
， 仰韶 文化都 当 得起 是

一

个 巨 无霸 ， 其 以 彩

陶 为 核心特征 的成千 上 万 个 遗址 分 布 于 以黄河 中 下

游地区 为 中 心 的黄土地带 ，
远远超过其他地 区 同 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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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道

中

国

包括略晚 的 同
一

发展阶段的 诸 兄 弟 文化气

仰韶 文化甫
一

登场
，
就有很 多亮眼 的 文化特征

，

除 了独具风格 的 彩陶和罐盆瓶钵 等 陶器组合
，
仰韶文

化 的遗址规模普遍较大 ，
围绕 大型公共建筑 的 分组房

屋 、 中 心 广 场 、 规 范 的 墓 地规划 、 人数众 多 的 合葬墓 、

大量 的儿 童 瓮棺葬这 些 颇能体现群体 团结 的 遗迹
，
在

仰韶文化遗址 中 非常普 遍 ，
展现 了 充 分 的 聚落 向 心 力

和 高度 的社会组织 能 力 。 比如发掘与研 究 比较充分 的

姜 寨遗址 ， 在仰韶文化早 期 即 已 形成 五组各 自 围 绕 自

己 的 大房子安排 的 建筑 群 ，
共 同 环绕遗址 中 心 的 大型

广场
，
并 各 自 在聚落环壕 外边有对应 的 公共 墓地气在

属 于仰韶文化 中晚期 的 河 南灵宝 西坡遗址 ，
四座超 大

型房子环绕 中 心广 场 ， 门 道相 对 ， 中 心 广 场 与 大房子

的 公共活动核心地位与作用 空 前 突 出 ＠
。 这类建 筑精

致 、 以正对 门 道 的 后 壁 为 上位 、 前部 凸 起成近 五 边 形

的 超 大 型房子在 仰 韶 文 化多 个遗址 的 中 心部位均 有

发现
，
毫 无疑 问 是仰韶聚 落 中 早 期 已 经普遍存在 的 大

房子传统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
其 迎 门 的 大 火塘 、 特别 处理

的 地面和墙面 （ 个别保存较好 的 房址 中 发现有 类 似石

灰面 的 硬化处理和墙壁彩绘 ，
面积达数百平方米 ） 、 密

集 的 立 柱 以及常 有 饮 酒 遗痕 等 内 部 独特 的 功 能 和结

构
，
与佛兰纳里 等 系统梳理 的现代民族志和世界 各地

考 古 普遍 发现 的 史 前社 会 的 男 人会 所 等 初期 的 公共

建 筑 颇有 共通之处 ＾
，
也 是后 来 的 中 国 国 家社会 中 的

宗 庙 、 宫殿等特别 类型 公 共建筑 的 重要源 头 。 可 以设

想
，
正 是在这样 的 公共性建 筑 中

，
村落成 员 或青壮年

男 性 等常常集会 ，
受 到社群历 史 、 宗教 、 仪式 、 军 事 等

方面 的教育
，
并酝酿 了 村落发展 的 重大 事件与 对 外扩

张计划 。

仰韶文化之兴 盛 ，
主要 是 因 为 这 是 早期 中 国 第

一

支 以农业 为 主 要经济基础 的 地域性考古学 文化 。 全新

世 大暖期及降水带 的北移 ， 黄土 地带在 当 时农耕 条件

下 的 易 开 垦性
，
使得农 业经 济 率先发 展 ，

仰韶 文化 占

得 了 时 间和空 间 上 的 先机 ， 在半坡与 庙底沟阶段接连

进行过两波大 的 以西与 北方 向 为 主 的扩张 。

距今七千年左右仰韶文 化 已经形成 。 幅 员如 此辽

阔 的 仰韶 文化的 形成机 制 、 内 部 的 复 杂性 ，
以及对 外

的扩张与联系
，
是 同 时 期其他文 化 无法相 比 的 。 仰韶

文化分布范 围 内 在 前 仰 韶 时期 大体 上 至 少 共 存 着 各

有 渊 源 的贾湖 文化 、裴李 岗 文化 、磁 山 文化 、北福地文

化 、 白家 文化 、老 官 台 文化和 大 地湾 文 化 等 前 仰 韶 文

化
，
仰韶文化能够取 代 这 些 不 同 文 化 ，

是在扩 张 中 经

过 文化整合或者融合 才 逐步完成 的 ，
这个过程其实从

裴李 岗 文化时 即 已启动 。 借助 于 末次冰 期 结束 、 海平

面 大幅 度 上升 ，
以及全新世 大暖 期 的 到 来

，
在 人群 与

生存 资源 的 重新布局 中
，
南稻北 谷两种分别 起源于东

南 中 国 与 北方 中 国 的 农业 文化沿 着黄 河 冲 出 中 游 奔

向 东部低地 的 喇叭 口 两侧
，
交汇 于 中 国地理地貌 的 二

三级阶地和秦岭 －淮河 的 南北 气候分界线
一

带
， 导 致

裴李 岗 文化在嵩 山 周 边 的 快速 崛起 与扩张 ，
这是仰韶

文化 的主 源 。 早期 阶段 的 仰韶 文化充分利 用 全新世大

暖期 的水 热耦合条件和黄 土 的 易 开垦性 ， 继 承贾湖和

裴李 岗 文化向 北 向西 的扩张势 头
，
融汇黄土 高原及其

东 南缘 的 诸 多本土 文化 ， 并 沿太行 山 麓和黄 河 中 游 支

流诸 河谷将复 合 型 的 农耕 文化 与 彩 陶 等 扩张 到 更远

的 河 北 北部 、 内 蒙 、 山 西 、 陕西 以及甘 青 等 地 ，
直达 童

恩正先 生概括 的半 月 形地带 ＠或 者 罗 森女士所说 的 中

国 弧＠这又
一

个纵深 、 巨 型 的 文化地理喇叭 口 的 西北

远端 ， 期 间经过农业主体地位 的 确 立 、 黍 －粟 －稻被

粟 －黍 －稻 －豆作物组合 的取代 ， 农业经济 比 重 的 进
一

步 上升气 以及 内 部其他 文化要 素与格局如 彩 陶纹样

的 嬗变等
，
终 于在 距今 ６０００ 年 左右 的 庙底 沟阶段基

本 上 完成 了 仰 韶 文化分布范 围 内 诸地方 类 型 的 文 化

整合与
一

体化 ，
以及对 中 国黄 土高原及其东 南缘 的 全

覆盖
， 其 彩陶 等 文化观念 和 因 素还对 周 邻其他 区 域性

考 古学文化产生 了强 烈 影 响 ，
形成史 前 中 国

一

次波澜

壮阔 的统
一

运动 。

因 此
，
仰韶 文 化可 以说是通 过文化 的 融合 创新而

形成 的 、 早 期 中 国 第
一

支 以农业 为主要经济基础 的 史

前 文化
，
依赖于农业 为 其 人 口 增长与扩张奠 定 的 经济

基础 ，
它在庙底沟阶段即 率先 实现了包括传统 中 原在

内 的 黄土地带 的从 多 元 到
一

体 。 仰韶文化融合 、扩张

的 过程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 ： 第
一是借裴李 岗 文化 南

北 融合 的 东风和复合 式 农业经 济基础 不 断 向 黄 土 地

带扩张
；
第二 是 以 粟 和 豆大幅 度替 代 黍 ，

进
一

步 优化

作物结构 ， 深化农业经 济 的 重 要作 用
，
支 撑 人 口 持续

增长
，
在 晋 豫陕三 角 的 河 谷与 黄土 台塬地带 完成半坡

与 后 岗等 早 期地方类 型 的进
一

步 融合 ， 形成新 的 庙底

沟类型并启动 了 第 二轮 更 具深 度 的扩张 与整合 ，
实现

了 黄土地带 的 文 化统
一

并继 续 向 外辐 射强大 的 影 响

力
；
第三是其后 期经 历大扩张之 后 的 再次地方化乃至

离析解体
，
引 发 又

一

波震荡式文化扩散 。

近年 的 语 言学 与 人 类 古基 因 的谱 系 研究发现 ，
仰

韶 文 化及其 后 裔 文 化 已 经 为 汉藏语 系 的 形成起 了 奠

基性作 用气 民族语 言 学家孙宏 开等 先生 也认 为甘青

河 湟地 区 的马家 窑 及其 之后 文化 的 人群 沿 青藏 高 原

东缘南下甚至 登 上青藏 高原
，
乃是包括东 南 亚地 区 的

藏缅语族形成 的 主要动 因 ？
。 汉藏语 系 中 派生 的 汉语 ，

作 为华夏族群与 文 明 的 主要语 言 文化基础
，
可以追溯

到 史 前 的 仰韶 文化 。

仰韶晚 期和 后 仰 韶 的 文化低 潮 时期 ， 相对于 周 边

其他区 系 的 文化而 言 ， 位居 中 原 的 仰 韶 文化故地 的 聚

落与人 口 规模 也 未 落下 风
，
不 过

，
从庙底 沟 顶峰 阶段

的跌落和解体
，
则 为 其吸纳 周 边 文化因 素提供 了新 的

机遇和空 间 。 东部 的 大汶 口 文化 、 南方 的 屈家岭文化

等在 区 域
一

体化高 峰阶段对 仰韶故地 的 挤压和渗透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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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势 ， 加 上环境变化 、 仰韶 系 统 内 部 解体之 后 北 方地

区 的 仰 韶 后 人携带 变异和源 自 更远 的 西 北方 向 的新

文化因 素 向故地 的 回归
，
使其原有 的核心分布区 即所

谓 的 中 原
一

带较 早 进入
一

种 不 同 血缘族群 重叠挤压

的 复合式 文化融合 与 重组 的 演化状 态 ，
加 上小麦 、 牛

羊 、 冶 金等新经 济 因 素 的加盟 ，
从而形成 了 石 峁 、 陶

寺 、 太平 、 瓦店 、新砦和二里头等
一

批广泛综合 各 地文

化创造 的新 型 中 心城镇 。 乱葬坑 、殉 人 、 活人 奠基和祭

祀遗存等在 中 原地区大量 出现 ，
表 明在 此融合重 组过

程 中 不 乏血腥冲突与对抗 。 但是 ，
这种 同

一

区 域 中 的

复群化社会分层生存状 态 ， 恰恰 为 社会组织形式突破

血缘 、超越部落和部族 的 王朝 国家 的 横空 出 世创 造 了

前提性 条件
，
这也 正是红 山 、 良 渚 以及海 岱和江汉地

区 同 时 期 周 邻 区 域 文化传统 中 所缺 乏 的 重要文 明 基

质 。 因 此 ，
中 原地 区最终成为 了 诸 早 期 王朝 的降 生 与

盘踞之地 。 而所谓王朝 ， 可 以理解 为 诸 王来朝 的 早期

中 国特有 的 国 家文明 中 心 ， 也可以理解 为 争夺文化正

统 的 逐鹿 中原 的 中 国 式 文 明形成模 式 。

因 此
，
仰 韶 文化 的 形成与 大规模 向 外拓殖 、扩张

，

具有 早 期华夏传统 的 人 口 与 文化 的 奠基性意 义 。 仰韶

文 化 的 解体也 同 样重要 ，
因 为经 过庙底沟阶段 的

一

体

化和解体 ，
进 入龙 山 化时代 ，

是在农业 比 重 不断增加 、

人 口 与 财富积 累 膨胀到
一

定 限度 的 发展模 式下
，
由 仰

韶 文化所在 区 域 率 先 开启 并 得到 整 个 早 期 中 国 相 互

作 用 圈 次第 响应 的 、 各地域性文化传统达到 内 外饱和

或者接近饱和之 后 的
一

种 文化调适性转 向 。 其对 内 的

表现 是 人 口 继续增长
，
空 间 更加 拥挤 甚 至 压 缩 ， 对 外

是 因 为空 白 缓冲地带减 少 甚 至消 失
，
文化间或者 是 区

域 间 竞 争趋于激烈 ， 普遍发生碰撞甚至是冲突 。 其实

质就是农业发展之后 的 人 口 与经济 文化 的 重置 ，
为 龙

山 时 代 之 后 超越 区 域性传统 的 华 夏 正统 的 孕育提供

了
一

个新 的社会文化背景 。 在龙 山 化过程 中
， 后 发完

成
一

体化 的大汶 口 文化 、 屈家岭 文化等 向西 向北 的扩

张
，
加上 仰韶 文化离析解体之 后 的 人们携带源 自 北方

的 牛羊 、 小麦 、 冶 金 等 新 文 化 因 素在 晋 南 豫西和陕 东

的 中 原核 心 区 相互 竞 争 、 交叠融 合 ，
最 终在嵩 山 周边

地 区 化 出 了 华 夏 正统在 诸 区 域性文 化传统 中 的 集 大

成式 脱颖而 出 ，
即二里头 文化 的 崛起 。 此后 经过 夏商

周三代接续定鼎 中原
，
中 原 的华 夏 文化传统成 为 了整

个东 亚 的 文 明高地 。

四 、 群雄会 师 二 里 头 ：

融 汇融合熔铸东亚早期 中 国 的 高 地

二里头 文化 是 以 河南 省 洛 阳 盆 地 二里头遗 址
一

至 四 期所代 表 的
一

类考 古学 文化遗存
，
目 前 已发现二

里头 文化 各类遗址超过 ５００ 余处 ， 集 中 分布于豫 中和

豫西 的 环嵩 山 周边 ， 其鼎 盛 时期 北至 晋 中 ， 西至陕 东

和丹江上 游 的 商 州地 区
，
南至鄂北 ， 东 至豫东 ，

其辐射

影响范 围 则更 大 。 在 夏 商 周 断代 工程 中
，

二里头遗址

经过 系 列 高精度碳十 四 测年 和 校 正 ，
时 代大 致 上被确

定在公元 前 １ ８００ 至前 １ ５ ００ 年 间 ？
。 二 里 头文化 的 重

要性主要体现在 ：

一

是崛起并 兴 盛于传统 中 原 的 腹心

地带
，

二是在 时 间 上 晚 于河南龙 山 文化而 早 于 以郑 州

商城为 代表 的 商代二里 岗 文化 ，
三是二 里头遗址本 身

也是郑州 商城之 前 中 原核心地 区 仅 有 的超 大型 、跨入

青铜时 代 、 内 涵 丰 富灿 烂且 具 有 都 邑 性质 的 中 心 聚

落 。 除 了时空 中 的关键位点 外 ，
仅从考 古 学 文化面貌

角 度看 ，

二里 头 文化和二里头 遗址 也 的 确有 诸 多 非 同

一

般 表现
，
与 之前和 同 时期 的 诸考 古 学 文化包括龙 山

时 期 各地 的 文 明 高地代 表性 文化和 遗址具 有很 多 不

同 的特点 。

首先 ，

二 里头 文化是 由 若 干不 同 文化 的 要 素 融合

而成 的
一

个新文化 。 很 多 前辈 学者都从 类型学和 文 化

因 素 角 度分析过二里头 文化 的 渊源 。 随 着考 古学发现

与认识 的 深入 ， 多 数学者 同 意就作 为 当 时 曰 常之 用 和

考 古学文化最精确标记 的 陶器 组合来看 ，

二里头 文 化

主要是在 当 地 河 南龙 山 文化嵩 山 以 南 的煤 山 类 型和

嵩 山 以北 的 王 湾 类 型 融 合基 础上 大量吸收 了 豫 东 的

造律 台及豫北 的 后 岗 二期 文化等 因 素 ，
经短暂 的新砦

期 快速发展而成 ，
当 然在此前 后 ， 山 东 、 安徽 乃至西北

方 向 等 的 陶器 文化 因 素 也大量 涌入 了这
一

地 区 ？
。 其

实
，

二里头 文化 的 各个方面都 明确地 表现出 这种对 周

邻 四面八方文化因 素 的 广 泛吸收与整合创新 的特点 ，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考 古 学 文 化往 往 为
一

地 早 期 文化 的 自

然嬗变或者受 到 外来 因 素 的 影 响而发生转折性变化 ，

二 里 头 文化显 然 是选 择性甚 至是 主动地聚合 了 周 邻

包括远方 的 多个考 古 学 文化 的 精彩 因 素
，
如 二里 头遗

址所见铸铜 、 玉器与绿松石加 工和应 用
，
以及 白 陶 、 硬

陶 、 海 贝 等新鲜 因 素
， 其 中 大都是 广 泛借鉴 并经过改

造提升和赋予新 的 内 涵 后 再加 以使 用 。 在其整个社会

整体性 的经济基础和考 古 学文化 的物质形态 中
， 传统

中 国 的 五谷六畜之 中 除 了 马 ，
此时 已 初 步齐 备 （ 需 要

补充 的 是 ，

二 里头 已经发现了 车辙痕迹 ）

？
，
复 合 型 的

农业经济俨然成型 ，
同 时 已 有 了 高 度发达并专业化 的

制 石 、铸铜 、造玉和 制骨等手工业及专 门 作坊 ，
其 中 最

为 令 人 瞩 目 的 当 属 掌 握 了 用 复 合 范 制 造青 铜 容 器 并

作 为 垄断性礼器 的 高超技术 。 显然 ， 相对于之 前 多地

零 星发现 的 并 未在 生 产 生活 中扮演 重要 角 色 的 各 类

小件铜制 品 ，
二里头文化才可 以被视 为 是真正意 义 上

的 中 国青铜时代 的滥觞 。

其次 ，

二里头文化在 当 时 的诸 多 地域性文化相互

作 用 中 表现出 突 出 的脱颖而出 的超越性特点 。 二里头

文 化形成 过程 中 广 泛吸收各地文化 因 素 并 加 以 整合

提升 ， 不 仅超 乎 原 有 诸 文化或 文化 类 型 之 上 ，
又 向 周

边地区 大幅度地施加其 文化影 响 。 就纵 向时 间轴 和 中

原地区 来说 ，

二 里头文化 的 出 现是经过 仰韶时期 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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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 在 区 域
一

体化 的 高峰和分化 、相对沉寂 之 后 的

又
一

次较大范 围 的统
一

与 重新崛起 ， 并 也像仰韶高峰

阶段
一

样对周 邻文化产 生 了 广泛影 响 ， 其辐射 区 如果

以二里 头式 牙璋 ＠
、 鸡彝

＠等 特 色 标志性器物和 因 素

的 分布 来衡量
，
范 围 之大 已远远超过仰韶 文化顶峰阶

段 的庙底沟类 型 。 不 同 之处是
，

二里头文化 的 出 现让

周 邻诸 同 时期考 古学 文化显示 出 万马齐喑 的局 面 ，
如

东方 的 岳石 文化 、 北方 的 下七垣 文化 、 东 南 的 马桥文

化等 ， 包括长 江 中 游 地 区 ，
非 但缺 乏 二里 头 文 化那样

的 高级产 品
，
原来 已 有 的 发达 的 制 陶 业等手工业 也显

示 出 粗鄙化趋 势 ，
显 然是这些 文化 的社会上 层 在政治

和意识形态方面受 到抑 制性 影响 之后
，
对意识形 态物

品 的 有 意放弃所致 。

以 上 两 点让二 里 头 文 化 不 同 于 此 前 和 同 时 期 周

邻 乃 至 当 时 东 亚 地 区 早 期 文化相 互作 用 圈 中 的 其他

任何
一

支考 古学 文化或 各地散乱 的 诸文 明 制 高点 ，
如

红 山 、 海 岱 、 良渚 、 石家河 乃至石 峁 和陶寺等 。
二里头

文化 的 脱颖而 出 具有鲜 明 的 超越性
，
某 种程度上可视

为 华夏 传统或 者 文明核 心在 中原地区形成 的标志 ，
许

宏 先生在 《最 早 的 中 国 》 中 曾 经形 象地将此现 象 概括

为 文 明格局从满天 星 斗 发展 到 月 明 星稀

在 上述过程之 中
， 位于黄河 中 下游之 交和 黄 土高

原 东 南缘 的 中原 嵩 山 周 边 因 为 地理 与 气候等 环境原

因
，
构成了

一

个特殊 的 文化地理 区 间 。 前仰韶 时代南

稻北谷两种农业 文化 已 经在 此遭 遇
，
为 仰韶文 化 的形

成 与 扩张提供了
一

个 与 大暖期和 黄 土地带 非 常耦合

的 复合式农业经济基础和 出 发点 。 在 后 仰韶时代 的 区

域传统竞争 中 ，
这里 又成 为 四面八方文化 因 素 和 力量

逐鹿 的 焦点地区 ，
经过 不 同 族群和 文化 的 交叠融合 ，

最终成 为集大成 的二里 头 文化登场 的 理想之地 ，
因 此

堪称整个东 亚 历 史 与 文化关键性 的 地理枢 纽 ，
也被传

统世界观认 为是人类 世界 的 天地之 中 。

在 以农业部落 为载体 的 区域
一

体化高峰阶段 ，
各

地 区 的 考 古 学 文 化普遍 发展 出 以 内 部分化和 大 型 中

心 型聚落为特点 的簇 团 式防 御分层社会 ，
他们大建 中

心 聚落甚至 是环壕 聚 落 、 带 有城墙 的 聚落 ，
是 因 为 这

样 的聚落具 有数倍于普 通聚落 的 防御 能 力 ，
从而在族

群冲 突 或 者 外来劫掠 者面前 可 以 更 好地保护族群 的

安全 。 二里头文化开创 了
一

种全新 的 地域协 同 式防御

模式 ， 以巩 义稍柴 、 郑 州 大师姑和 东 赵 、 新郑 望 京楼 、

平顶 山 蒲城店 、 孟州 禹 寺＠等 多个具 有 高度防 御 能 力

的次级 中 心聚落对二里 头大 邑形成拱 卫 之 势气 而二

里 头 自 身 则 仅 在行政 中 枢部位建设宫 城进行 有 限 的

区 分和防御 。 二里头和这 些 次级 中 心聚落 的 所在
，
构

成文 化 的 中 心 区 ， 而超 出这个 文化 中 心 区 的 重 要地

点
，
比如 交 通 要道 或关键 的 资源 产 地 ，

则 派 出 防御性

极强 的 中 心堡垒将其置 诸管 辖之下
，
如 夏县东 下 冯 、

垣 曲 古城 、 商洛东龙 山 等
，
可能都是此类外 围 据点 。 这

一

全新 的 空 间 防 御 与 管理模 式基 本 上 被二里 岗 文 化

全盘继承并扩展 。 考 古发现 表 明 ， 郑州大师姑 、荥 阳 西

史村 、新郑 望京楼 、垣 曲 古城 、 商洛东龙 山 等遗址纷纷

在 二 里头 文化消 亡 之 后 都在 二里 岗 阶段进行 了 改建

或 重建
，
继续扮 演 着区 域性 中 心聚 落 ， 并和郑 州 商 城

形成共荣 关 系 。 二 里头 自 身 也 在延 用 的 同 时渐渐被近

旁 的 另
一

个二 里 岗 文 化 的 大 邑 偃 师 商 城所 镇 压 、 取

代 。 显然 ，
这 些现象可 以视 为 是国 家文 明或者 国 统 的

形成及其交替 的考古 表现 。

一

个 超 越 诸 区 域 性 文 化传统 且 要 被 不 同 族群 共

同 认 同 和 争 夺 的 文 化正统 的 形成显 然 需要
一

次 大 的

突破和超越
，
尤其 是对血缘组织 关 系 的 突 破和超越 ，

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 广泛认可 。 这
一

点根据 古今 中

外诸 多案例
，
只 有 国家这

一组织形态可 以做到 ＠
。
二里

头这 种 能 够 整 合 诸统包括 以 考 古 学 文 化 为 表征 的 超

乎 各 区域传统之上 又包含它们 的 更 大 的 文 化传统
，
以

政统或者 国 祚视之或勉强近之 。 当 然 ，
区 域传统演进

过程 中 自 然 也伴随有社会分化 、统 治与被统治 的 阶层

之分
，
以及相应 意 识形 态 的 诠释 系 统

，
但族群 内 部和

族群之 间 的 统治与被统 治 则 大不相 同 ， 后 者 需 要不 同

族群 、 阶级 和各类 文化 因 素 的 系统套 嵌和整合 。 因 此
，

尽管 早 期 中 国相互 作 用 圈 里 若干 地 区 都 曾 经发展 到

复 杂 的 初级 文 明社会 ， 但终 未迈过 国家文 明 的 门槛 。

二里 头 文化 的 产生 与 存在模 式则 明 确 地体现 了 这
一

突破 。 二里头文化在包括不 同 族群 的 上述诸要素 的传

承 、交 流 、吸纳 、整合 、 改造和辐射 中
，
缔造 了

一

个超越

区域 内 部 不平等 乃至 区 域 间 相互 攻击 、掠夺 的 新 型社

会治理模 式
，
并可能达成 了 某 种新 的 具有超越性 的 意

识形态共 识 。 更 为 重要 的 是 ，
这个超越诸统之正统和

大统 ，
又被随 后 的 二里岗 文化所接续 。 显然 ，

这被接续

的 正 是 以超越族群 文 化传统 的 以 国 家政统 为 核心 的

－

种华夏文 化正统 ， 此 后 ， 它 又继续被 周 人和 秦 人接

续并发扬
，

一

步
一

步 由 最初 的 王朝 向黄河 中 下 游地区

为 中 心 的 中 华帝 国 演进 。

支撑这
一

国统 的 正统 文 化观念
，
比如 与 世界 观 、

意识形态 系统 、 祭 祀 系 统 、 礼 制 系 统 等 相 关 的 宫殿建

筑 、祭祀遗迹 、丧葬和礼乐 用 品等 制度性文化遗存 ， 同

样在二里头遗址 中 快速发展 并得 以被后 世传承 ， 考 古

发现集 中 体现 在继承创新 的 高等 级 器物生产工 艺 和

组织形态方面
， 其 中 尤 以青铜 礼器及其代表 的 礼仪 文

化最 为 重要 。 二 里 头遗址迄 今 已 发现 的 青铜器超 过

２ ００ 件
，
有容器 、 兵器 、 乐器 、 礼仪性饰 品和工具 等 ，

几

乎包括 当 时东亚大 陆 各 文化 中 各 类 青 铜 器类
，
而 青铜

容器 则 为 二里头 文化综合各地青铜 冶 炼 、 制 陶 工 艺及

造型技术和观念 等所独创 ，
已 经发现的器 类 有 爵 、 茸 、

番 、 鼎等 ，
是迄今 中 国最 早 的 成组青铜礼器 。 二里头铸

铜作坊发现 的容器 陶范 中
，
有 的 刻画 着精美 的 花纹

，

所铸 圚 形 铜器直 径最大者可达 ３０ 厘米 以 上 。 作坊遗



２０２２ ． ０２ 杰 方 夂 物

址面积约 １ 万平方米左右 挨甞城南Ｓ］蚌ＵＭ垣环

德 ，
ｆ賴腦薦二纖文ｆｔ關纖纖＊箱顏

今中国最旱旦可Ｋ肯定＊宮發管理进行生产气

＃＃点 ，鄭＿麵ｎ齡數辨 ：ｆｅＳＳ．

Ｓ  ｓＪＳＩ獻應＾？響 ｓ＇脑

箜在制 使用ｉｊ式上也表现出根本盤区痛 ， Ｈｉｆｔａ

機 、
玉刀 、

玉ｉ＊
 ，
玉＿ 

？ 尽管ｆｔ多僭鉴了海岱等地＿

廳纖‘ ｆ瞻 翁讓諷＿賴藥祕，

而賴腾 麵

，鴨藥 Ｉ娜觀匕鱗集＿条种條＿＿韆

装 ！＾ 发搪者许宏先生推测二里头前许 多玉 或件

＆歡是作为＊宫廷上聒示 ：君Ｅ关系《
＊＊

玉棄
＊ ？

成
“

笼ｒ

来使用的 因 此  ＞ 有龜由相信二 爾头ｆｒ段才超越原来

丧＃与巫术背儀 中猶玉女化而應成了寫 ■礼玉文

魏纖载＿中 ，獅零繼３９廳麵＿义纖

被加 理和改造了 ３
：？＆￡ ， 又进

＇

步信＆弁整 含

．賴鑛麵細ｉ＾ｉｉ女雜纖廳麵議

■和憲＿长远的中菌传统攀１ ？玉傳 二蓮头邋址變麵

德 曰陶 、 印纹硬陶和獄始瓷 ， 极有謂能 也 源 自东南

纖＃＊酿类遗ｆｃｆｔ齒驗麵购戀薦謙＿

雜龜规蠢 ，纖酿娜歲
＇

了嘯酿綱购＿

ｆｃＥ細赚纖＿４ｎ？？ｆｅｔ ， 。

細娜 ． 二麗美划 纖广ｆｃ論范麟＿

现 機薄鍾ｓｆｉｆｔ靈参＿■被 ，
ｉｔ文化因蠢 、＿＿

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均体现出超 ．族群曙燦域雜文《

羝态？ 窀其原；Ｈ ，

—

培中ｆｅ内部褒群与文化？动的特

ｉ ，

二是自倾韶籐爾以去中原周５Ｓ次第进 人Ｋ域
一

ｆｔ ＊

ｆ ｔ：高洚约 吝文 ｆｆｃ鄭＿ ， 尤其是源 Ｂ西北地区源 ｉ零不断

人
＇

靜罐鮮細 纖顏刺灘 ９ 麵 山时麵鼠

Ｉｆｆ她＿參賴藝壤靠細 ，晷越補鐵麵

复繊

麵齡６＿騰＃＾歐

＃＊＊？？ ｎ
ｆ職 麵气獅篇費

震卞冲親加速所塑造《？ｒ的食－空间 ， 使之成为各方

減＿＿之她身？方鐘麟＿宣？頌素ｉ ＇
＿

？＾＊鋪 ， 紙 ？＾＃＾瘦ＪｆｒＳｉ麵袁麵

憲＿敗 １〇＾＃＾＿麵歸纔与》＊？￡
，

北方

：邏Ｋ細？ ４Ｍ０年絲人 Ｐ ３娜懸

＿ ｆ相瓦讀＿參靈蜜翁繼廳 Ｔ顿纖域

參＾
一賢腾襄麵了奪寧脅＿濟摩寧聲轉 ， ，

ｓ義攀

中悉露 可叢魏最相 謂

广＿地域内？＃蛮怔銳 夺老％ 
？使晋南盆地地 ｌｉ 人

口 大輝楱集中并快速吏时复杂社会。 在此背緣下？ 陶

？赚賴藤婦據滅＿意身糊鳴＿

麵纖＿和歡 ，鶴簾＿８＾＾＿
＇

＿１爾象

颠覆而親溃 ＜
－ 怍为仰韶兴鐵期德Ｈ？子民＾石德 、陶寺

尊酸獅爾能纖山顧翁中原ｆｔ＊＊鲁麵賴

寸阆肯愈＿了配鐘夏 ，

弁主动向各方出击 ， 尤其是曇力于
＇

商北方商 ，直接将

曹＃ 雇＊ ｅｗ＃

先进文 化资顏和 日盩复杂的Ｓ动格局中？比较代势

她氣

邀
一

＿巨金 ，纖＿＿ｉＴｆｉＭｗ代
”

＞

４

中樵括

條—滅中徽菌誠纖職三， ， 抛

肅肩
一

驗隨麵

眞寧？亥优铸馨次第迸為区零
一

体化高醫时讀雷

燕 ， ｔｇ ｔ德文 ｉ ｔ抜得头驾 ，而东万大ｆｍ－龙山 、东北红

山 、 东南德崧＃－ａ淆和南方搶惠冢呤
－石家Ｍ篸 各

有精彩华章 ，甚ｇ 后 ，辆上 、 快违步入高级酋雜社会 ，

其屮大 ？ 
：ｃ 
口』家岭赛坏埼ｆｔ锫 ，

物品

精美文 ｆｆｉ因素補垄大举挺进 中ｒ  ，恬计也会
？

有不少移

民苘时ｔｉ机填补此地！》轺爲攀＿相对空？？ 但随曹

第二麵慶 ｓ 
二

蠢獻来参种窩度＾｜３着繊雜 ：ｔ？Ｍ詹一波乂 

一

波

猶南下 ，真多米變督脖效

南＿东《大地 ， 让龙山时代的女化格鐘为之猱变 ，
Ｋ

麵进人維化麵 ，儀簡ｆｔ费麵謙

靡释的 巨廳 場＊
？ 窗以二崖ｉ重化

为玄舞歸食篥三親 ｉｆ寫：
ｉＥ＿＃Ｐｌ寵 霉 ：寬輯蹴就 ，

＿铸出以？家为载ＭＳ华夏文＿？ ！：统和女 化自觉 》 ？

五
、 华与夏 ：

开放兼容坚韧的 东方文明之大统

ｉＵｆ蓊ｆｉｉ ， ＿ ｉ

＇

ＴｆＢ４戀Ｉ族戀Ｗ认儀具多样逢

麵人氣幾感＿文化中崩渐酿

出 二里头＆样曲黎容并ｆｔ街榨Ｃ、族薄与文 化 、

文龍屮 ？＆ 隨 ，姻 魏顿廳样雜＊顧

文携概脑 ：

， 健蠱痛顯８？时＿戆虞＿化以 １１

＊Ｉｉ？ｆｅＳｌ鑛條女化養＿５＊Ｈ纛逐爵鐘二里ｉｆｔｉ菌

纖鱗《？＾籍

之上
，

， 与其他重要文 化扩张和文ｆｔ发菊地
一

样 ． 蕞农

難
－

人 口 歲Ｊｉｆｆ爾纏攀舊
－玄化 畢 ＊驟

旱親华翼的形成巾 ，仰韶文化＿形成尤其是其庙底沟

齡段包括旱 作农世及彩陶等奪ｆＲ形龙表迖？强势统

繼人 口
，濟 ５＿裳他袁化 、文興碁厲爾囂

基性作用 ；
？？題文化《ｆｔ ？揉

■

ｍｉ：＊洗掸中二里头

文化的顧起 ｓ
不仅继续延续仰經故地中厚

一

带隹地理

与Ａａ输■静纖‘雛纛＿氣＿

面整合了Ｓ时东 ？亚逾Ｋ渚Ｍｔｔ？园素 ，

＿＃扭鬚Ｈ繼 勸盒■大 史

鐺？；＊

《说文解字 》
，中 ｉｐ盒接被许慎释为 中Ｓ之



糸 方 、 物 ２０２ ２ ． ０ ２
ＨＡ Ｎ Ｖ／ｔ ｉＵ ｆ ｆ －

大

道

中

国

人
：６ 当＊ ，

＂

夏
＂

也指天气 灸神 ？

、万物 Ｋ太的自 现ｔ ，

此外 ， 夏违有太前意悤 ｓ 这里的
４ ‘

太
”

不 ｆＸ指戒休厂 Ｗ

＿顧麵 ４鎌傭容 ：魏＼＿Ｓ＿而蘩業＿

細滅 ，Ｗｒ
＊

■鳴ｉ于１翁，Ｓｔｔ翁麵

繼＃＾１８ ， ：
＊１１？象麵獅能４繪鱗Ｕ

健實与管＿蠢一氣麵营
＊

變 ：蠢假■
Ａ讀 ［

一

？文化成果包ＩＳ销 自 等都Ｓ审类观 含 中■的

峰气

献纖 爾之健 麵適

Ｓｉ摘麵，夏顧＿入爾可 ＿庸

麗王朝是齊ｍ存在 ，考古．上．个文化是夏王朝或

參讓 ：象 、篆４爾戈ｆｔ暴 篇＃＿＿＿文＿样德

贏人貨隱縛織麵学雜街＾？“想－

夏細Ｉ将，Ｈ■灣敝信４寒 ． 甲曾 屮編一－

字也被很 ．多学者释读为
－

复
０

字＃
．除了上迷常见字乂 ，

某廳＿雜一＿＃＃靡篇勤Ｒｊｆｅｆｃ 價赢^

中菌的雜ｆ酿么 批人及其文 被称为舅Ｕ这不今

裏一 个£ ＿着的文化 ｘＳｆｃ
 ｆ
也是作为

一

个 ｃｔｅｆｔ儒讓酿

鶴 、认麵 ＊ 翁繊廳＿霧麵其Ａ们

誉通麵？感自 ５＊１纖驗麵ｔ

—番皇＿？ 、文ｌｉ？ａｉｋｆｆｅ

巍 －ｉｆｅｓＩｌＵＡ 
４Ｅ翁遺農一緣文賴Ｉ

＿ ，

从 ｆｔ射ｔ ，、麗域 ， ：

Ｗ涵導方靈 ， ，二藥ＡＳｆｆｃ

麥ｗｒｔ＃＃

遞麵
＊

学
？

字＿ 骨貪中家镇魏认 ， 悔食变中 已育多

侧漏葶本之花，普繼１禪＿＊犧 ：＿１：真？ 嵐此肩

中＿＿？ ；化语堍中 ，

“

华
＂

和
“

ｔｒ通假 ，意味像
“

花
”

一

样靖烂 、美ａ ， 在先秦文献中＊常有服 ＊美而谓之

华 、文化高雅谓±ＳｉｉＳ窻气 传说从蓠帝ｗ就

３月了养ｓ缫丝以铺衣 ，这种衣躯非常径薄柔滑县富有

光泽 ， 乃衣之华美＿最高体现。 近年来来Ｍ奢ｎ技考

化逾獅鄯＿了＃

＿鋒織鑛纏翁
？
Ｈ６学奢痛麵文麵赫

蠡＿通＿｜？．以嚴Ｓ及中原遮直一

ｊｆｅ 一入鸟＾２铸麗尊＿嫌＿
 ｆ
从而翻ｆｆｌｆｅｆｃ術屬

迪主千族纖？化一，＃Ｓｆｅ％ｉｉ纖斷曾次

？^ ｜１靈＿贱底色铺没 ，
使其具有了从花到华＿會识形

纖顚齡 餘此，綱臟为，，，雜鶴

地表达了在先 心中
一

种文明 、ｆｔ雅掉義替萍

｜｜麵 ：便 ａ

纛；ｆｅ
，

一起 ．

＊＊＿爵
一个文＿？＊

削遭的
一

ｔ
“

礼议
”

之＿ 这 彳赁族文街程度比较高 ，

魏雜《ａ奪赚』

效 ３．这 神橇糊翁文化ｆｃ＊Ｍｎ认同感是经Ｓ国家

文明尤其是春秋战国文化交互ｆｔ剧过程的淬火 ，
ｉｍ

轴心化时代的提
１

感表达 ， 才渐餅膚離和定辂 ， 成为相

：婦ｆ四夷 的中原族群齡文化６觉 《 华夏 、秦汉乃裏麝

人
，傷犧威翁了愈滅食職齡罐輪輸譜鎌戀ｆｔ翁袁

化虜＿ ８緣１＆土廳鐘＾ｔｒ
＊

騰喪填廳Ｊｉ誉叢了塗
一

认

國 ：此 ， 可０１ ■脑 ．

“

华家鋒
一

＋＿了＿＊齡 、 ±

化 、麵输齡 喊纖、囊餘歲纖施獻纖＿

？ ：動繼齡祀ｆｆｌｉｆｃ Ｓｉｔｅｓ ：儒 甫

ｋ视翁＃＿＃＿＿麗＿夏扭规ｔｏ篇一 个
：

蠢餘濯

纖 ，麵釋＿ ｉｍ？ｉ；麵繼嘯裏＿？可纖
慕＾争夺？人 口 资源对象和文化认ｒ正统 ；

二里头文

化时顯 ， 华夏传統才霄 ｒ可被障承的世界观框架 、价

省擊＃ｊ核ｒ及ａ＿ ｉ＿ ｓ舊署審梟＊ｅ文祀

？互作用圈内先进因驚集成培炼的结果 华聲传统乃

暴整个 人类及其 史菊成就的＿晶 。

苏筆琦曾经将中菌班 史概链为
＂

駐百万年的文化

根系 上万年的文明进步 ． 五千年的文勸穿重》爾千牟

ｆｔ中华 拣实体
ｖ

气 电来ｆｔ述华夏文＿和中牟民族筚

路蓝缕》形成和演 化过程 ，是 彳Ｐ常編猶 ？的 ｕ 这个民族

和文爾 》 不但翁Ｋ久的？ 史樞脉 ， 也属为独特衡地理

环境和上述的演进號靈诵够成了一些他德＿赫＿雜

義
－

＾开放，、鑛 ■蠢＃＃雜論麵文ｆｔ ，较

好地保持了挺＿与及化？多Ｗ＆Ｓ 貧先是 人基基Ｗ的

融―纖卿綱代人綱雜國ｓａ齡焉自

麵麵々人？纖鍵詹槪是纖錄合了窗

麵燃灣麗轉＾轉尼＿＊Ａ轉麵具萬大

致釋藝齊＿人平？７＾裏为 古着龜丹愿摩瓦 ：人＿

篆＿ ＊ 钱计鐘響Ｓ
＇

ＤＮＡ 分柘 吱索与威果的 Ｘ康
１

推

进 ， ＿寫龛人勝
一些甚西贡献可能也会 ？５ ？步被识

别 ． 从而为
■

东亚人类在ｆｔ、？形态与石器校水等方面

子期隹续性提择 ？实圈性５１支持 ；
其次是生计 与生链方

ｉｉ詹意化因素 上言惠年的采猎柃统积淀 ． 较

聊赚績
？
藤截

农鑛段翻＿獻幾麵＃條＿ＳＭ＾纖Ｋ

之
一

， 串裕采错络济养成相对较强的定居ｆｔ特试 ，
ｆｔ

，翁糊 １

展＿編、翻處＃Ｓ義＾？Ｔ麵論济

麵 鬆 劾鐘職ＩＷｆｃ

进＿４１可＿择＿？＆？＊？＃＊１＿月＿屬

雜无娜 ，償響科《１ ！雜个遞＃？？了＿顧

雜试 ，＿了寥 縛＊赫＿化轉

之外 ．东北亚？牟裕渔猎ｗ南岭Ｐ ｔ南 ｓｉ＊茎类ａｒｔ：种

植 ， 财ｆｔ口壤 變居村薄爾

出现与地域性文 化传铣？发展等起封积极作 用 ，＿

使得在足商复杂的文職社会时具夸非常 多样性的经

＿鋪謙糊 ：＿ ＊麵 ＊攀繼喔＿和
：露＿

繼■形成
，
不ｆｔ是新石褸时代 会产ｉ以来各Ｋ

塽ｔｔ文化ｆｔ互作月购结果 ，也輕括了ＴＳＧ露时代奠基

ｌＵｉＫｔｔｔＷｉｌｉ麵蠢．《零ｌｉｆｅｉｋＳ ；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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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性文化传统及其相 互 作 用 圈 的 充 分发 育 和搅拌

发 酵 ， 甚至包括西 亚 、 中 亚文 明 因 素 的 不 断 涌 入 和 刺

激 。 尤其是华 夏 文明核心从仰韶 的 雏形 到 二 里头 的 定

调
，
实 则 是

一

个 不 同族群 、技术 、物品 、 观念 不断 交 融 、

砥砺 的长期过程 ，
作 为 各 种文 明要 素集大成 者 的 二里

头文化 的 横空 出 世 ，
已经 是 不断融合 、 反 复融合 、 合之

又 合 的结果＠
。

二是形成 了 较 为 独特 的 天 人 合
一

世 界 观和 五 谷

兴旺六畜发达 的 复合 型 多样化小农经 济基础 ，
使得经

济与社会具有超强 的 稳定性与韧性 。 古人 类 尤其是 古

现代人
一

路 向 东抵达东亚
， 跋 山 涉水 ，

观天理地 ，
生存

环境与生活方式 丰富 多样性 ，
使得他们对天 文地理 以

及人与生存资源 的 关 系较 早形成 自 己 独特 的看 法 ，
也

较早养成定居性较强 、 安土重迁 的 生活 与 文化观念 ，

不仅成为最早 的伐木做舟航海者 ，
也 是最 早洞 悉水 、

土 与 火 的奥秘和发明陶器 的 人群
；
不仅最 早 尝试动植

物驯化
，
也从数百万年 的 石器 文化 中 发展 出 具有强 烈

生命意识和具 象 崇拜 的 玉器文化 。 尤其是 黄土地带 的

农耕长 期 要 靠 天 吃 饭 ，
广 种 薄收

，
水 旱互 补 ，

农牧 互

补 ， 较 早发展 出观象授时 、 沟通天人 、 敬天法袓 的相对

独特 的 世 界观与 宗教观 ，
以及独具特 色 的 宗教 与 礼制

等 意识 形态文化 ，
小农经 济 发 育充 分 ，

商 品 交换 不太

发达
，
自 强 自 立 、 自给 自 足 无论在家 庭还是社会层面 ，

很 早就成为 突 出 的特 色 ， 以家 庭 为核心逐层扩大 的 社

会组织形态稳定持续 。

特别 值得
一

提 的 是在 走 向 文 明 化进程 中 作 为 早

期华夏 文 明摇篮 的黄河 中 游和 黄土地带 的 重要作 用 。

前述东 亚 早 期人类与 文化 的 多样性
，
是 以隆起 为 世界

第三极 的 青 藏高原所塑 造 的 东 亚 季风模 式和 地理环

境 的 多 样性 为基础 的 ， 它造就 了
一

个 自 东北 亚 到 青藏

高原东 南缘 的 阶地 、 气候和环境 多 样性褶 皱带 （
又 被

一

些学 者从各不 同学科 角 度称 为 胡焕庸线 、半 月 形 文

化传播地带 、 中 国弧等 ） ，
而此褶皱 带和东 亚 南 北气候

交 接带 恰在 中 原地区 相 交 汇 ， 使得这里 自 旧 石 器时 代

晚 期 就 明 显地成 为 了
一

个 汇 集 各族群与 生业 的 文 化

熔炉 。 几 大 人 类早 期 文明摇篮在文 明化进程 中 各 有 自

己 的特 点 。 中 原 的 黄河河谷与 黄土地带在全新 世大暖

期 为 南 稻北 谷两 种 农业 的 耦合发 展 和 仰 韶 文 化 的 兴

盛提供了
一

个绝佳之地 。 尽管黄河 中 游 的 河谷缺 乏 尼

罗 河 、 两河和 印度 河谷那样 的 灌溉 、航运等 聚集效能 ，

但是从 高原 到 河谷 、 滨海 ， 加 上 上 述气候环境 的 交 汇

以及黄河冲 出 黄 土 高原 的 喇叭 口 状地形 ， 恰如
一

个依

西 面东 的 文化地理漩涡 ，
东 部低洼地带 农业 人群密

布
，
而 黄土 高原 与 周边 的 其 他大 河 流域成 为 它 的 纵

深
，
多 样性族群 、 经 济 与 文化 不 断在这个喇 叭 口

一

带

汇聚 、碰撞 、融合
，
使得东 亚各 文化相互作 用 圈 逐渐形

成 以 中 原为 中 心 的 历 史 发 展 趋 势 。 经 过 不 断吸纳 调

适
，
终 于形成五谷丰登 、 六 畜 兴 旺 的 自 给性极强 的 小

农经济支撑基础
，
以及 以此 支撑 的 人 口 与 文化底盘 ，

不仅在华夏族群 的 脱颖而 出 、 东 亚 大地从多 元 文化走

向
一

体化 的 文 明 进程 中 ， 这个摇篮起到 关键 的 熔炉 作

用
，

也成 为
一

个长期 的 文化 引 力 中 心 。 秦汉 以后 ， 随 着

长城 的修筑以及大运河 的 开 凿
，
华 夏 文 明 不仅很好地

消化了农牧二元结构 的 文 明 冲 突 而得以持续 兴 盛 ，
也

更 好地整合 了 海 河 、黄 河 、 淮 河 、长 江 、 钱塘江 乃 至 珠

江 等 各东 向 大河流域 的 农耕文 明 ，
吸纳 周边族群与 各

种 文化 因 素持续加 盟 ，
最终形成 中 华民族与 中 国 文 明

如 同滚雪球般 不断聚合 的成长壮大机制
，
也使得 中 华

文 明成 为唯
一 一 个走过了 早 期农业 、成熟农业和农牧

二 元 经 济基 础 并 正在 快速迈 向 工 业化和信息化的 连

续 不断 的 人 类 文 明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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