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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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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

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

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起

源于尚无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

其进行追溯探讨需要依靠考古学的研

究和发现。自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

来，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各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

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基于这些重大

发现，学术界认为，探求中华文明的形

成，应当着重研究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

石器时代。在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和苏

秉琦先生倡导下，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

发展的研究任务被正式提了出来。近

40 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

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深入推进，对中

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有

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中心聚落开始出
现，社会的复杂化全
面展开

农业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史前农

业自 1 万多年前萌芽以来，经过漫长发

展，至晚在距今 6000 多年时有了长足进

步。综合栽培作物的驯化，包括耕作、

耘田、收割和谷物加工的全套农具，南

方水田田亩整治和给排水构造，以及家

畜饲养等多方面情况看，当时的农业已

经形成一整套生产体系，成为长江、黄

河以及西辽河地区人类最主要的经济

活动。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

食物，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

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大约 5700 年前开始，许多地方的

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例如，陕西

省华县泉护村、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

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湖南省澧县城

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

上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几万平方米

的普通村落，其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

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于普

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

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出社

会成员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这表明

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

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

物，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

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

它和相邻部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

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开始出现

前所未有的政治联系。从学术研究上

看，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

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与先秦文献

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类似，兹称

之为古国。从大约 5700 年前以来，古国

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成为各地比较普遍

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

国”的古国时代。

良渚文化率先进
入文明阶段，开启了
史前文明浪潮

大约自距今 5000 年前后，此前阶段

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在一些

地区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

区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

率先步入文明阶段，典型代表是分布在

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

近年来的田野考古揭示了良渚文

化的基本面貌：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

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利工

程反映良渚人掌握了较高的科学技术，

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

用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

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

以褫夺他人性命。古城内部存在高规

格宫殿建筑。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行

业分工和级差明显的社会阶层，城市居

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漆木

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

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依照血缘

关系形成的农业村落。古城并无从事

农业生产的迹象，城内发现了大规模粮

食仓储，据此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

2000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

他 资 源 ，从 而 可 知 城 乡 之 间 存 在 着 明

确 和 紧 密 的 辖 制 关 系 。 可 以 说 ，良 渚

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

的 政 治 中 心 、宗 教 中 心 和 手 工 制 造 业

中心。

这些情况表明，良渚文化是个高度

复杂化的社会，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

此 起 彼 伏 的 史 前 文 明 浪 潮 就 此 开 启 。

大体而言，与良渚文化同时或稍晚，长

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

期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

呈 现 出 向 原 始 国 家 形 态 迅 速 发 展 的

态势。

二里头文化诞生
发展，中华文明进入
王朝时代

距今约 4300 至 3800 年，在考古学

上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叫龙山时代。

这期间的突出变化首先表现在文明分

布的大格局上。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

石家河文化这些步入文明阶段的先行

者先后衰落了，而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

提高了文明化速度，成都平原也初现文

明曙光，其中尤以陕西省神木市石峁、

陕西省延安市芦山峁、山西省襄汾县陶

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宝墩等几座规

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另一个突出

变化是在社会文明化的内容上。一方

面，从中原到陕北，考古发掘出的暴力

和战争相关资料明显增多，社会处在剧

烈动荡之中。另一方面，源自中亚的麦

类作物及其栽培技术，黄牛、绵羊、山羊

等家畜及青铜冶炼技术于这一时期传

入中国，先到达西北地区，再传至中原，

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复杂化进程

注入了新的动力。例如，陕北的石峁文

化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

引进了羊这种既不与人争食又能在黄

土高原上不利于农耕的深沟大壑中饲

养的家畜，从而提供了更多的优质食物

资源。

这一时段的晚期，中原的龙山文化

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

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

础上，在距今 3800 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

的文化，即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

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

化 分 布 在 豫 西 晋 南 地 区 ，与 文 献 中 夏

人 活 动 地 域 吻 合 ，年 代 落 在 史 传 夏 纪

年 范 围 内 。 就 规 模 和 复 杂 程 度 来 看 ，

二 里 头 遗 址 无 疑 是 二 里 头 文 化 的 都

城 。 越 来 越 多 的 考 古 发 现 还 证 实 ，二

里头的一些具有自身特征的物品，如牙

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

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物品并非

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制用器。所以，

它们的传播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

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

原 又 辐 射 四 方 ，不 仅 再 一 次 改 变 了 中

华 文 明 的 进 程 和 格 局 ，还 开 启 了 以 中

原 地 区 为 主 导 、整 合 其 他 地 方 文 明 的

政 治 和 历 史 进 程 ，中 华 文 明 遂 进 入 王

朝时代。

不断深化研究，
努力形成比较完整的
中国古代文明理论

研究发现，良渚、陶寺、石峁等具备

原 始 国 家 形 态 的 文 化 ，主 要 有 四 个 特

征：一是农业、科学技术显著发展，出现

了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表

现为出现了贵族专有的宫殿区和墓地，

同时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

为 贵 族 所 控 制 ，社 会 等 级 制 度 已 经 形

成；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的城市；四是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

性的公共权力即王权，以及由其建立和

掌控的区域性政体。这是基于中国历

史考古资料总结出来的文明标准，也是

对长期缺少中国历史内容的人类早期

文明理论的重要补充。这几条标准没

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

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

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

历史发展普遍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特殊

性的一面。总体而言，经过近 40 年的探

索，学术界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

发展的总体进程、阶段性发展、各阶段

的主要内容、最早的国家特征等问题上

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也要看

到，这些成果中，描述性内容多于理论

的总结和升华，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

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

努力。

与 此 同 时 ，学 术 界 也 愈 发 意 识 到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复杂

性。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不仅是

一个长达近 2000 年的历史过程，还是

一 个 分 布 在 黄 河 、长 江 全 域 以 及 钱 塘

江、淮河、西辽河流域等广袤大地上的

诸 多 地 方 文 明 构 成 的 巨 大 丛 体 ，体 量

为 同 时 期 世 界 古 代 文 明 之 最 ，学 术 界

早 就 形 象 地 称 之 为 史 前 文 化 的“多 元

一体”。同时，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

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

和 特 点 。 近 年 来 ，分 别 就 这 些 地 方 文

明的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

开 展 研 究 ，正 成 为 新 的 学 术 热 点 。 这

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它们怎样在彼此的

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

扩 大 发 展 一 体 化 趋 势 ，凝 聚 形 成 中 华

文 明 的 特 色 特 点 ，最 终 形 成 中 华 文 明

延 绵 不 绝 和 统 一 多 民 族 国 家 的 历 史

结果。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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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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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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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

究不断拓展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

的认知。同时，关于不同时期的文明发展历程还有许

多谜题等待破解，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征还

有待深入研究。

从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一般被称

为中国早期文明阶段。这个时间阶段大致与五帝时代

相当，司马迁所著《史记》就是从这个时期写起的。按

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

这个时期正处于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国家形成

发展的路径及其性质，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特

质和基本社会形态的特征。深入研究这个时期文明的

发展特征，不仅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

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对我国古代文明理论研究也具有

重大意义。

在新石器时代距今 5000 年前后，我国黄、淮、江、

汉等广大地区逐渐形成可以按地区划分的几个文化类

型，包括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下游的中原龙

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

化和小珠山文化、西南地区的宝墩文化、长江中游的屈

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华南各

地方文化，等等。尽管这些文化各有渊源、各具特色，

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广泛联系，并且由于相互影响，各

地方文化或多或少存在着共同特征。这种多元一体演

进格局，无疑为以后夏商周三代广域国家的构建提供

了基础。其中，中原文化因其区位优势，较其他几个文

化对四周具有较强吸引力，因而有学者把这一阶段文

明的特征形容为“重瓣花朵式”格局，中原文化是整朵

花瓣的“花心”。从夏商周三代均定都中原的史实来

看，这种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

作为中国早期文明阶段，这个时期呈现出“众邦林

立”的格局。所谓“邦”，是在氏族部落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一种不平等的氏族组织。研究表明，国家是从氏族

社会发展来的。这个时期，随着“众邦”的出现、发展、

相互联系，国家逐渐形成。夏朝就产生于中国早期文

明阶段的后期，地点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古人所

称的“河济之间”。根据文献记载，大禹领导民众开挖

沟洫，疏浚古河济一带的河道，治理好因地势低洼造成

的水涝灾害。正是治水的功绩让大禹获得河济一带民

众的拥戴，居住在此地的“众邦”也被纳入夏朝的统治

范围。这些历史均可与相关考古发掘及具体地理环境

相印证。这个时期相较古代希腊迈锡尼文明早了数百年，却呈现出两种完全不

同的社会形态：古代希腊迈锡尼各城邦都已进入奴隶制时期，强迫奴隶从事农

业、手工业和宫廷非生产性劳动；而在中国早期文明阶段，文献中少有关于使用

奴隶的记载，战争亦非为掠夺奴隶而发动，农业劳动更是由普通民众承担。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早期文明阶段取得的一些比较耀眼的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成就上切入研究。比如，古人把五帝时期的一些发明创造归于黄帝名

下，如称“黄帝见百物，始穿井”“黄帝乐曰咸池”“黄帝造火食旃冕”等。黄帝麾下

的大臣也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羲和作占日，伶伦作律吕，大桡作甲子，容成

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契，还有黄帝的夫人嫘祖发明了养蚕，等等。这些发明创

造绝大多数是有迹可循的，它们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性值得继续深入

研究。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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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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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起源时间

早、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在人类文

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一系

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

证了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揭示了中华

文明的丰富内涵，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

提供了精神源泉。如何认识中华文明

在 世 界 文 明 发 展 进 程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如何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广泛影

响力？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的故

事？对于这些问题，可以从比较研究的

视角进行探究和解答。

比较研究的视角古已有之。中国

历代史家都重视记载外来信息，并且随

着中国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对于外

来信息的描述越来越精确，也越来越丰

富，文明比较研究逐渐展开。在西方史

学传统中，比较视角也广泛体现在各种

各 样 的 文 献 记 录 、史 学 著 作 中 。 历 史

上，各种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和融合，留

下了丰富的文字、图像记录，也体现在

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和遗存中。

在中国史学界，当世界史正式成为

史学门类的一个学科时，中国史与世界

史的学者就已经在不同领域开展了文

明交流互鉴研究。比如，史学界在上世

纪 50 年代“五朵金花”讨论中，就有比较

研究视角的切入，也有学者在文明比较

的框架下创立“中西古典学”，深刻思考

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近年来，中国古

史研究者也注重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

和国家发展进程的比较研究，如对东西

方器物和技术的交流研究等，这类研究

在资料选择、议题视角、研究方法等各

个方面极大拓展了文明比较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古代文

明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资料来

源学术性不足，综合性研究著作中的资

料和证据大多为二手资料、三手资料，

有些论据来自学术普及读物。再如，术

语翻译来源不准确，直接导致术语使用

不 当 ，等 等 。 这 些 问 题 需 要 注 意 加 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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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们 要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古代文明比较

研究。一方面，要注意比较对象的对等

性。中国史前时期的比较对象应该是

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域的史前时代，不一

定拘泥于年代的绝对一致，但是发展阶

段应当大致相当，如希腊古典时代与中

国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社 会 演 进 形 态 的 比

较 。 另 一 方 面 ，要 明 确 研 究 对 象 的 范

畴。比如，研究对象要包括世界主要古

代文明，如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

代印度等早期文明起源区域的原生文

明，也包括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等对世

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次生

文明，以及古代非洲、古代美洲等独具

特色的区域性文明，还应包括受核心文

明影响的周边区域次生文明，如古代西

亚文明圈、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圈、中华

文明圈等。通过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

比较研究，明确文明发展的基本内容和

脉络，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此外，还要注重突出重点。比如，应侧

重对文明的起源、结构、模式、发展和变

迁 等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研 究 ，对 文 明 的 传

承、交流、互鉴与断裂进行系统的研究，

对文明的制度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研

究。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究人类文

明发展的规律，明确人类文明发展的形

态 ，深 化 对 中 华 文 明 特 质 和 形 态 的 认

识，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副所长）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从比较视角深化古代文明研究
刘 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

国对世界的重要理论贡献。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中央编译出

版社、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专题研讨会”日

前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围绕如何更好传

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书写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新篇章等主题展开研讨。

与会者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

胸怀天下、着眼人类未来发展、深刻把

握世界发展大势提出的中国理念和中

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

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

遍认可，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和中

国理念国际传播的新阵地，亟须在理论

研究和传播实践上实现新的突破。我

们要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加强国际传播学术研究，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平台建设再

上新台阶。

积极推进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专

题研讨会”述要
何 祚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

坛——哲学话语体系建设·2022”日前

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围绕加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更好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等主题展开

研讨。

与会者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要扎根中国大地，把我们自己

的事情做好，善于从我国改革发展的

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

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与会者认为，建

构 中 国 自 主 的 知 识 体 系 ，要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为指导，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创新，彰显新时代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

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浦东论坛”述要
王友明

近 40 年来，包括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
古工作，在揭示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发展的
历史脉络上取得了一
系 列 重 要 研 究 成 果 。
同时也要看到，要形成
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
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
长期艰苦的努力。

核心阅读

制图：张丹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