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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

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

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

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经过参

加工程的 20 多个学科的 400 多位学者共同努

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

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

晰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

推进、不断深化。”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不断

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

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过程，推动研究成

果的宣传、推广、转化，需要广大考古工作者

和历史研究工作者持续努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缘起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

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

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属于古史传

说，并不能作为信史。直到上世纪末，国内

和国际学术界都有一些人对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中

国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

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而部分国外

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夏朝是

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

社会的时代只能从符合“文明三要素”（冶金

术、文字、城市）并为甲骨文所证明的商朝后

期开始算起。

要想消除社会上和学术界存在的疑问，

搞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实证中华

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

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因

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参加工

程的学者们建议，继续“夏商周断代工程”开

启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

机制，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

络的研究。2001 年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

期发展综合研究”立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实施过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多学科、

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

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形成

这 一 过 程 的 背 景 、原 因 、发 展 道 路 及 其 特

点。多学科，就是各个学科的有机结合；多

角度，就是要从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包括

农业和手工业）、精神生活、社会结构等多个

角度来研究文明起源；多层次，就是不仅要

研究都邑遗址和贵族的状况，还要研究位于

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们

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当时的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

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分为

预备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阶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2001—
2003 年）。由于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

范围广，参与的单位和学科多，研究的内容复

杂，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因此首先于

2001—2003 年进行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

备性研究”。预备性研究设置了“历史文献与

古史传说研究”“天文考古学研究”“史前符号

汇集及其与文字关系研究”“关键遗址的测年

技术研究”“冶金术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资

源与贸易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经济状况研

究”“文明形成时期聚落与社会研究”“环境变

迁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等 9 个课题。经过

研究，各个课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预

备性研究最大的收获是，初步摸索出一套多

学科结合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技

术路线和实施方案，为正式开展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第 一 阶 段（2004—

2005 年）。这一阶段开展“公元前 2500 年—

公元前 1500 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这

一时间段是龙山时代晚期到商朝初年。主

要探讨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环境背景和经

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

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中原地区文

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

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之所以从中

原地区入手，是因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

已经建立，又有较多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作

为参考，比较容易推动相关研究。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第 二 阶 段（2006—
2008 年）。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把研究的时

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1500
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

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主要研

究该时间段中各个地区都邑和区域中心性遗

址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变化、经

济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第 三 阶 段（2009—
2012 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

究，研究的时间范围依然是公元前 3500 年—

公元前 1500 年，重点研究课题包括黄河、长

江及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

和各地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

究，各地区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

各地区技术和生业的发展以及铜、玉、盐等重

要资源与文明形成的关系研究，都邑性聚落

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研

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

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第 四 阶 段（2013—
2018 年）。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第三阶

段设置的年代、环境、生业、都邑和聚落反映

的社会结构以及整合研究等几大课题继续开

展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四阶段结项报告。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第 五 阶 段（2020—

2024 年）。这一阶段仍然延续探源工程前四

阶段的方针和技术路线，将近几年新发现的

距今 5500 年到 3500 年的重要遗址纳入工程

中，并加强了理论阐释方面的力度。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经过考古发掘和多学

科结合研究，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

成果证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是真实

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

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

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

远意义。

第一，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

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

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各个地

区的中心性遗址（如河南双槐树和西坡、山

东焦家、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

河、四川宝墩等）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

重要考古发现，证明距今 5300 年到 4000 年

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

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

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

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

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僚阶层，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

体——国家，相继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第二，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

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

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文明兴衰的关系，

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重要资源的获取及其与各地区文明演进的关

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文

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

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

进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互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通过多学科研究，对各地区文明

之间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

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

晰的认识，对各地区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

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时

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

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文明发展奠定了经济

基础。各地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共

同的信仰。在此过程中，中原地区汇聚了各

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第四，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

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

但并不是封闭的。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各种

各样的交流。大约距今 5000 年前，黄河上游

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

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

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

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

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

4300 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

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

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

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关

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观，以国

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

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

要素”的桎梏。我们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

标志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

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

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我们还从中国各地有

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在

没有发现当时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如何从考古

发现中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关键特

征，即出现了作为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中 心 的 都

城、规模巨大且制作考究的宫殿或神庙、规

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形成了表明尊贵

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宽大壕沟或高大城墙以

及大量武器随葬反映出的战争频发。上述

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丰富世界

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使国人和全世界炎

黄子孙得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

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

是真实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

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

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

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

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

专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发展的历史脉络
王王 巍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

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

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经过百余年的持续努

力，考古工作者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在揭示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马克思指出：“凡

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

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

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

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为人类

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对此，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作物驯化与农业的出现。在向文明进

化的过程中，作物的驯化具有重要意义。考

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

玉 蟾 岩 遗 址 发 现 了 水 稻 遗 存 ，距 今 约 1.2
万 年 ；在 浙 江 上 山 遗 址 发 现 了 炭 化 稻 米 ，

距 今 1 万 年 左 右 。 这 些 证 据 显 示 ，水 稻 的

驯 化 以 及 稻 作 农 业 的 耕 作 方 式 ，至 迟 在 1
万 年 前 已 经 出 现 在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 在

稻作遗存之外，北方地区发现了早期粟栽

培的证据，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粟出自

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

址也有同类粟作遗存，距今约 8000 年。同

时，大豆的驯化与耕种也是早期农业的重

要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

家，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促进了不同地区

农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得到稳定的食物来

源，不仅养育了人类，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

的进步。

礼仪与礼制文明的形成。特定的礼器

与礼制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新石

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距

今 9000 年时已有礼制活动。仰韶文化时期，

开始出现礼器并形成相应礼制。龙山时期，

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更成体系的礼制

并使用成套的礼器。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制

发展更加完备，出现了“礼”“乐”的实物体

现，礼制作为一种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自

此 成 为 中 国 早 期 文 明 社 会 秩 序 的 主 要 支

柱。随着农业的发展，酿酒开始出现。仰韶

文化遗址发现了 10 余处距今约 6000 年的酿

酒遗址，原料以黍为主，兼有薏苡、小麦族、

稻米、栝楼根和山药等。陕西石峁、山东尧

王 城 等 龙 山 文 化 遗 址 也 出 土 了 酒 的 残 留

物。早期酿酒技术的应用多与礼制活动相

关，酒礼器成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

看出，中华文明早期礼制的出现，对商周的

德治思想及后来儒家的敬天法祖、仁礼并

举、忠孝节义等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响。礼制文明在稳定的礼器系统和完备的

礼制建设中不断发展，并不断在世界范围燃

亮中国礼仪之光。

文字的创制。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 5000 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

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 8000 年前早期先民开

始探索文字的线索。河南洪山庙、阎村遗址

出土大量故事类彩陶图案，揭示了 6000 年前

的仰韶文化时期存在一个“文字画”时代。

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山东丁公等遗址发现

了龙山时代少量的文字资料。近年来，不少

学者发现商晚期部分器物上的铭文字形与

同时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字形存在明显差异，

而是取象于二里头文化的礼器，表明它们的

创制年代应该是在二里头时期，这为夏代已

进入文字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从龙山时

代、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再到殷墟，勾

勒出早期中国文字连贯有序的演进序列：夏

代的文字在商朝早期延续下来，并在商朝后

期得到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象形文字传

统。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字，对亚洲国家的文

字、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丝绸和粟作农业的发明与传播。中国

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丝绸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发明，也是世界人民眼中古老

东方文明的一个表征。在以郑州为中心的

中原腹地不断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

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 5000 多年前已开始育

蚕制丝。同时，仰韶文化的丝绸工艺还传播

到周边，甚至影响到长江下游等地区。这为

我们重新审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

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粟黍

农作最早驯化后，在仰韶文化时期迅速传播

至整个黄河流域。而后，在距今 5000 年左

右，粟作农业向西传播至河西走廊、新疆和

中亚等地。与此同时，西亚起源的小麦、大

麦经河西走廊传播到黄河流域。西渐的粟

黍作物和东传的麦类作物对河西走廊及其

邻近地区人类生业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无论是作物的驯化、礼制的定型、文字

的创制，还是丝绸和粟作农业的发明与传

播，都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

以及史前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关键线索与代

表物证。在这一过程中，村落渐为邦国，线

条终成文字，祭祀催生礼制，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特质和格局逐

步确立，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的基石就此筑牢。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袁广阔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

见证，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

一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认识历

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构建

中华民族历史、展示中华文明瑰宝

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

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

向深入”“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

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

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

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

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

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我

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

要探索发现，在揭示本源的过程中，

需 要 考 古 工 作 和 历 史 研 究 协 同 发

力，形成学术合力，推动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更好总

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

史趋势，必须“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

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强化考古学与历史学融

合，加强综合研究。考古学以人类

活动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而历

史学把传世、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对

象，二者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

古人的物质生活、组织形式、精神文

化等，探索其发展脉络，阐释其演变

原因。两个学科既相互独立又密切

联系、相辅相成，各自以特有的研究

对象、内容、方法及叙述方式，或分

工或协作完成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探

究、阐释。把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

结合起来，可以超越传统文本书写

的片面与偏见，更完整地揭示、复原

人类的发展历程和图景。例如，稷

下学宫是先秦时期学术文化成就的

重要代表，但是，对于其始建年代、

建于何处一直存在疑问。近年来，

随着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小城西门

外建筑基址群的考古发掘，从文献、

方位、考古发现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确定稷下学宫的位置所

在。可见，对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探究是一个既

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在缺乏足够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强化

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可以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是古人历史活动的产物，呈现的是

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

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等。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

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技术，科学分析文化遗址的年代、自

然环境、人类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等

状况，可以获取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探

究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对于跨区域的历史研究和考

古工作，可以借鉴推广已有的成熟经验，搭建能够协调各方面

资源的工作平台和研究团队，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开展研

究。对于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发掘单位、收藏单位可与相关研

究单位共享资源、协同开展研究。比如，2004 年以来多家单

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

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

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

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可

见，把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

来，能够为文明探源提供科技分析依据，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

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

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

力和感召力。”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文明阶段，通过考古

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遗迹遗物说话；对于有文字记载的

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可以让历史更加生动鲜

活。百余年来，我国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

系列重大发现，田野发掘点遍布祖国广袤大地，遗存涉及的时

代纵贯万年，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但这些文化遗存并不会自

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因此，

考古工作者要会同历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

加强对考古资料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展示工作，将其转化为新

的历史知识，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事

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可以在

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报告，讲

好我国古代历史和中华文明故事。近年来，随着秦早期陵墓、

祭祀、城址、生铁、冶金、水利、养马、造船等考古发现的披露，

战国时期先民多彩生活画卷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进一步揭

示了秦国崛起的原因，廓清了一些历史迷雾。可见，推出更多

考古成果，做好考古成果的阐释、普及和宣传工作，挖掘文物

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让厚重的历

史易感知、更有趣、离大众更近，能够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全社

会历史文化滋养，更好传承文明薪火。

（作者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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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中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

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

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

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如何

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

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如何认识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

作出的重大贡献？本期学术版刊发的 3 篇文章，围绕这些问

题进行阐述。

——编 者

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让更多人对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发展的
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
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
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
认识。深刻认识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的缘起、
实施过程和意义，有助
于工程继续推进、不断
深化，推动研究成果的
宣传、推广、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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