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时

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

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

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

阐释。

从 1 万年前南稻北粟（黍）的农业起源，到

定居生活普遍出现、区域文化特色凸显，中国

的新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发展。距今 5500 年

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燕山辽河地

区，开始显露出社会分化的迹象。考古工作

者在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安徽含山凌家滩、湖

南澧县城头山、河南灵宝西坡、山东泰安大汶

口、辽宁朝阳牛河梁等遗址中，发现了高等级

墓葬、大型中心聚落、大型高等级建筑、具有

一定规模的城址。这些考古发现意味着文明

的曙光初现，之后，中华文明进入快速发展的

阶段。

良渚实证中华 5000多年文明

距今 5000 年左右至 4300 年之间，各地区

的发展开始加速。黄河流域出现了甘肃秦安

大地湾和庆阳南佐、河南巩义双槐树、山西襄

汾陶寺、山东和苏北多处大汶口文化大型遗

址等高等级聚落。这些区域在社会组织规

模、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文物所体现的文明成

就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长江中

下游的平原丘陵地带，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

基础，孕育出了成熟的史前文明，两湖地区率

先出现城址林立的局面。

以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为中心，考古发

现有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形似台城的莫角

山宫殿区、瑶山和反山等王陵级的贵族墓葬

与祭坛、西北部山区的高低水坝系统……这

些都从不同侧面显示出绵延不断传承的文明

形态，尤其是 庞 大 的 人 口 规 模 与 次 第 有 序

的 聚 落 格 局 ，能 够 动 员 和 组 织 的 庞 大 劳 动

力量与技艺高超的专业工匠。这些情况表

明，良渚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

态 势 ，为 实 证 中 华 5000 多 年 文 明 提 供 了 重

要物证。

黄河中游文明的兴起

距今 4300 年至 3800 年的龙山时代，曾经

发达甚至领先的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平原

地区渐次衰落，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

则持续繁荣发展，尤其是黄河中游开始达到

史前文化与社会演进的又一个高峰。

在以晋南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为代

表的遗址中，考古发现了都邑性的庞大聚落、

高耸的城址和深陷的壕沟、大型高等级建筑

和贵族墓葬、玉石制品、漆木器和彩绘陶器等

遗物，这些都展现出早期国家的图景。从西

亚经中亚引进的黄牛、绵羊、山羊等大型家

畜，与本土传统的粟作农业和家猪饲养等养

畜业相结合，使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的黄土

高原地区获得了新的生产力，积累了较为雄

厚的经济基础，从而促进了黄土高原地区的

社会发展。黄土高原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得

益于积极吸纳周边区域先进的文明要素。例

如，良渚文化的许多代表性玉器就传播到了

晋南、陕北和西北等地。考古工作者在包括

陶寺、石峁和西北齐家文化的一些大型聚落

中，都发现了不少良渚式玉器。晋南陶寺大

墓所体现的上层社会礼仪制度，受到了海岱

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直接影响。

文化交流融合活力不断

距今 3800 年至 3500 年的二里头时代，长

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等东部平原地区持续衰

落。从东北燕辽、北方河套到西北甘青、西南

巴蜀的“半月形高地”，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

化强势崛起，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

标志。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

现有规整的宫城、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规划

有序的网格状的城市道路系统。其中，官营

性质的青铜、玉石等手工业作坊不断被发现，

众多墓葬出土了大量华美的青铜礼器、玉器、

漆器、陶器。与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相比，二里

头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爵、斝、盉、鼎等青铜

礼容器。以陶范浇铸等技术制作出形态复

杂、种类多样的青铜容器，是中原夏文化独特

的发明创造。包括大规模采矿、冶炼、远距离

运输和多环节制作工序的青铜冶铸业，不仅

仅是技术进步，还反映出早期王朝国家获取

和控制重要战略资源、组织和管理庞大劳动

力及国家层面“高科技”专业化生产的能力，

更是新型国家加强礼制建设、进一步提升国

家治理水平的体现。

中 原 夏 王 朝 的 崛 起 ，正 是 汇 聚 融 合 周

边地区先进文化与生产要素后进一步创新

的 结 果 。 包 括 对 北 方 牛 羊 畜 养 、南 方 水 稻

种 植 的 广 泛 学 习 ，对 晋 南 盐 业 和 铜 业 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将 冶 金 技 术 与 礼 制 建 设 相 结

合的发明创造，对不同区域制玉、用玉传统

的广泛借鉴，等等。这些优秀传统，被其后

的 商 周 王 朝 发 扬 光 大 ，中 原 文 明 的 辐 射 地

域 不 断 扩 大 。 考 古 中 所 发 现 的 郑 州 商 城 、

殷 墟 、周 原 、丰 镐 等 商 周 都 城 的 规 模 ，比 起

包 括 二 里 头 在 内 的 都 邑 性 聚 落 ，面 积 大 数

倍 乃 至 10 倍 以 上 。 大 型 宫 殿 建 筑 、大 规 模

高等级贵族墓葬乃至王陵出土的大量精美

的 青 铜 器 和 玉 器 等 ，都 是 此 前 的 历 史 阶 段

无法比拟的。商周时期还出现了成熟的文

字 。 可 以 说 ，商 周 王 朝 将 中 国 青 铜 文 明 推

向高峰。

正 是 夏 商 周 三 代 王 朝 发 展 出 的 青 铜 文

明，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在中国

早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并成为整合中华文

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力量。至此，以中

原华夏文化为主干，包括周边多个地域文化，

形似“重瓣花朵”的中华文明体系初步形成。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

发展是环环相扣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

一性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因果关系。

正如考古学家严文明所言，中华文明能

够连续不断地发展，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

密切相关。中国周边有高山、大漠、草原和大

海，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

理单元又足够广大，环境多样，在早期容易形

成多个区域文明。这些区域之间又很容易交

流互动，彼此取长补短，各地文明的精华在区

域间不断传播和发展。这种多元性保证了中

华文明总能不断地推陈出新、保持活力。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独特的自然

人文环境、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

的。同时，考古显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交流自史前时代开始就从未间断。中华文

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使其通过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

并创造性地发展、应用，不断增强自身发展的

能力。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图①：良渚出土的漆器。

图②：良渚出土的玉冠状饰。

图③：陶寺出土的彩绘折腹盆。

图④：陶寺出土的陶扁壶。

图⑤：石峁出土的石雕。

图⑥：二里头出土的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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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戴向明

在山西平遥娃留村，86
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平

遥推光漆髹饰技艺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薛生金每天 6 点起

床，开始忙碌。他头发花白，

腰杆笔直。这里是他的出生

地，也是薛氏漆艺研究院所

在地。

在学习漆器制作技艺之

前，16 岁的薛生金就到平遥

文化布景社学艺，给剧团画

布景，跑遍晋东南太行山区，

眼力和腿力都得到了锻炼。

艺术是相通的。1958 年，平

遥推光漆器厂成立后，薛生

金师从手工艺人乔泉玉，半

年 后 做 出 了 第 一 件 作 品 。

1962年，他担任漆器组组长，

开始带徒，至今已带出 200多

名学徒。这些学徒年龄跨度

从 17岁到 70多岁，其中有 10
多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薛生金的学徒中也有他

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大儿子

薛晓东，已成为平遥推光漆

髹 饰 技 艺 的 新 生 代 代 表 、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 1994
年，薛晓东到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进修学习，逐渐形成写实与

抽 象 兼 顾 、中 西 合 璧 的 风

格。他的《洛神》系列、《鹤》

系列作品，融合中国传统文

化 元 素 和 西 方 古 典 绘 画 的

特 点 ，努 力 追 求 形 神 兼 备 。

目前在高校教授美术设计课

程的薛生金孙女薛梦瑶属于

“学院派”，她尝试将漆艺与

现代艺术相结合，努力探索

平遥推光漆的更多可能性。

薛生金还是中国推光漆

器博物馆名誉馆长。漫步于

博物馆，木工坊、灰胎坊、画

工坊等应有尽有，各种精美

漆器令人目不暇接。走进一

间画工坊，山西省工艺美术

大师刘金海正挥毫作画。他

将国画、油画的一些特点融

入平遥推光漆器的技艺中，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刘金海同龄的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胡

晓明，将写意花鸟运用到漆画配景中，逼真描绘出动物的皮毛

质感及神态。推光组里都是女士，她们的手掌更加细腻柔软、

有韧劲。通过上万次摩挲，手掌的温度与力量为漆器注入了质

感。推光组组长王海莲正俯身用手掌顺着一个方向推磨一件

小型漆胎。从砂纸、豆油、细砖灰到滑石粉，一道比一道细腻，

直至漆面越来越光亮，宛如玉般温润。就这样，艺术家们在漆

胎上创作出一件件精美传神的艺术品。屏风、酒柜、香樟木箱、

茶几、八仙桌、首饰盒等，接连制作完成。这些产品进入寻常百

姓家，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滴漆入土，千年不坏，坚

固于质，光彩于文，正是平遥漆器之美。

“趁现在还看得清、画得动，我想再多创作一些漆器作品。

留下作品，就留下了漆器工艺。”除了指导学徒，薛生金还亲自

设计制作了不少大型漆器作品，其中漆艺作品《百猫戏春图》历

时 3 年完成。一只只灵动活泼的猫咪嬉闹玩耍，一派喜气洋

洋。2021年完成的漆艺作品《满园芳菲》是他人物画创作经验

之集大成。画中的少女三五成群，或踏青，或垂钓，或下棋，或

绘画，百人百态。他把画家吴道子的衣袂线条流畅生动、人物

面部线条精细、色彩浓郁深沉等技法用于人物画创作；把《清明

上河图》蕴含的布局严谨、繁而不乱，画家唐伯虎的严谨雄浑、

风骨奇峭，画家马远的劲利阔略、皴法硬朗等风格吸收并运用

于山水画创作，融合形成了自身风格。薛生金历时 2年精心打

磨的漆艺作品《太行风光》，山脉巍峨壮观，霞光洒向大地，用漆

器艺术深情礼赞太行精神。

多年前，薛生金曾在平遥古城开了一家名为“漆艺苑”的

店，生意不错。传统天然大漆因温度湿度需要控制，产量低，成

本高，面临失传风险。一番思考后，他关掉了当时生意兴隆的

“漆艺苑”，回到平遥娃留村。在他看来，守护好传统、传承好技

艺是他的事业。近年来，薛生金在自己的工作室精心研究，恢

复了多项失传的技艺，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从过去的个位数

增加到了 20多种，创造了“三金三彩”“青绿山水”“天然彩色玉

石镶嵌”等新工艺。2022年，薛生金成为“中国非遗年度人物”

30位提名候选人之一。

在光与彩的对话中，平遥漆器的传承人找到了艺术与精

神的家园。他们用笔下的画作、手中的技艺、心中的情感，描

摹出一幅平遥古城的生活图景。也许，这正是非遗传承人心

中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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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 上 饶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的 书 院

文 化 交 流 大 会 在 江 西 省 上 饶 市 铅 山 县 举

行 ，来 自 不 同 领 域 的 众 多 专 家 畅 谈 书 院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的 重 要 意 义 。 上 饶 有“ 千 年 读

书 之 地 、千 古 一 辩 之 所 ”的 美 誉 ，历 史 上 有

影 响 力 的 书 院 曾 多 达 160 余 所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就 是 因 朱 熹 、陆 九 渊“鹅 湖 之 会 ”而 闻

名 的 鹅 湖 书 院 。 鹅 湖 书 院 始 建 于 南 宋 ，与

岳 麓 书 院 、白 鹿 洞 书 院 齐 名 ，在 中 国 书 院

史 、中 国 教 育 史 、中 国 学 术 史 上 具 有 重 要

地位。

南 宋 淳 熙 二 年（1175 年）四 月 ，吕 祖

谦 从 浙 江 前 往 福 建 拜 访 朱 熹 。 在 福 建 期

间 ，两 人 依 据 周 敦 颐 、张 载 、程 颢 、程 颐

等 人 的 著 作 节 选 编 纂 而 成《近 思 录》一

书 。 该 书 主 要 反 映 了 朱 熹 与 吕 祖 谦 的 理

学 思 想 ，为 确 立 儒 家 道 统 、传 播 理 学 思 想

起 到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 。 随 后 ，朱 熹 送 来

访 的 吕 祖 谦 等 人 回 乡 ，经 停 信 州 铅 山 鹅

湖 寺 。 吕 祖 谦 又 约 请 陆 九 龄 、陆 九 渊 兄

弟 二 人 来 此 相 聚 。

之所以选择鹅湖寺作为双方见面沟通

的场地，与鹅湖寺的地理交通之便捷、湖光

山色之美好有关。鹅湖所处的铅山县位于

江西、福建与浙江三省交界之处。无论是从

浙江前往福建，还是从福建前往江西，一般

都要经过铅山县。唐代大义禅师所建鹅湖

寺在当时非常有名。

陆 九 渊 有 备 而 来 ，没 有 因 为 吕 祖 谦 的

“ 知 遇 之 恩 ”而 放 弃“ 本 心 ”；朱 熹 严 阵 以

待 ，没 有 因 为 吕 祖 谦 的“守 望 相 助 ”而 忘 却

“天 理 ”，在 辩 论 中 将 学 术 发 展 推 向 新 的 高

度 。 这 种 自 由 辩 论 、会 讲 的 形 式 为 后 代 学

术 交 流 树 立 了 典 范 ，在 学 术 思 想 史 上 产 生

较大影响。

为 了 纪 念“ 鹅 湖 之 会 ”，后 人 在 鹅 湖 寺

内 增 建“ 四 贤 祠 ”。 南 宋 淳 祐 十 年（1250
年），江东提刑蔡抗视察信州，访“鹅湖之会

旧址”，在寺旁建书院，奏请朝廷赐额“文宗

书院”。“文宗书院”成为鹅湖书院的前身。

鹅湖书院承载着后人对朱熹、陆九渊、吕祖

谦、陆九龄的文化记忆。

自南宋至清代，鹅湖书院屡毁屡建。其

中，尤以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整修和扩

建规模最大。康熙推崇朱子理学，亲自为御

书楼题写“穷理居敬”的匾额以及“章岩月朗

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楹联，这既是对朱

熹学说的期待，又是对鹅湖书院的肯定。新

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省人民政府将鹅湖书院

列为第一批全省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

以 来 ，鹅 湖 书 院 受 到 了 进 一 步 的 重 视 与 保

护。2001 年，鹅湖书院被列为江西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2006 年，鹅湖书院被国务院列

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传统书院文化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

展，尤其是人文教育理想的追求，作出了重大

贡献。书院教学制度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产

物 ，对 当 今 人 文 教 育 发 展 具 有 一 定 借 鉴 意

义。我们将继续充分挖掘书院文化价值，续

写书院文化新篇章。

续写书院文化新篇章
徐公喜 宋红宝

核心阅读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是在中国独特的自然人文环
境、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逐
渐形成的。

距 今 5000 年 左 右 至 4300
年之间，良渚呈现出向原始国
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为实
证中华 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重
要物证。

距今 3800年至 3500年的二
里头时代，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
化强势崛起，成为中华文明形成
发展的重要标志。

⑥⑥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漆艺作品《太行风光》（局部），薛生金作。

薛生金供图

▼

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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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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