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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延绵至今未曾中
断，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
是中国历史研究、也是世界文明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华
文明的优秀基因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塑造了中华民
族的思想品质和价值观。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
展的历史脉络，彰显中华文明的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
的伟大贡献，对于增强民族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的关键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最为关键
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是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有多久的历史？中华
五千年文明是历史真实，还是只是个传说？

二是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为何会
经历这样的过程？导致这一过程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

三是中华文明从多地起源到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
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格局？

四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和机制有何特点？为何会
形成这些特点？

五是中华文明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
明是否发生过联系？这些联系对文明的发展发挥了何种
作用？

六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哪些贡献？
由于缺乏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的文献记载，回

答这些问题只能依靠考古学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等，还涉
及环境、经济、资源、信仰等方面，需要以考古学为基
础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为此，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
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
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立项，2004 年正式启动。
该项目作为国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项目，
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理念，共有
20 多个学科、数十个单位的400 多位专家学者参与。20
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公元前 3500 年到公元前
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
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4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
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
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确证了中

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历史这一事实，取得了显著成果。

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国际学术
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

“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
明三要素”。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
的历史。

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几大原
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
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
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随着世
界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的进展，国际学术界普遍认
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
形成标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文明“三要素”桎梏。研
究团队根据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实
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文明社
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
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
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上述文明标准也适合其他原生文明。不同文明虽然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
国家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显王权的
方式和国家形态各不相同。在中国，彰显方式如精美的
玉礼器、青铜礼器、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
筑的墓葬等；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则用黄金、宝石、
宏伟的石砌神庙、金字塔和大型墓室来表现。

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
期发展的过程，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研究发现，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后，中国各区域农业
发展，人口增加，区域中心逐步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都
邑。制作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
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为权贵阶层控制。各地区都
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出现
严重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出现了掌握

军事与宗教权力的王，以及由王控制、依靠社会规范和
暴力进行管理的政体——早期国家。都邑内有王居住的
宫殿等高级建筑、埋葬王和权贵阶层的高等级墓葬，彰
显权贵阶层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同时还出现了奴役现
象，一部分人为贵族殉葬或被用于宫殿奠基。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四大
中心性遗址之一。在这里发现了修建于距今约 5000 年
前、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的内城和 630 万平方米的外城
（分别相当于4个和8个北京故宫的面积），是当时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都邑。此外，在古城以北还发现了为防止洪
水而修建的长10余公里的高坝和低坝，这是同时期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修建古城和巨型水坝，假
设动员1万人也需要数十年，这反映出良渚王权组织开展
大规模公共建设的能力。这些发现表明，良渚当时已经
出现了阶级、王权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2019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入选理由就是，它展示了一个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
础，存在明显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区域性早期国
家形态。这标志着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
以及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认。

距今约4300—4100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为
联盟首领的时期。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
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
因素基础上，其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
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王朝建立后，形成了择中建都、
择中立宫、中轴线理念、青铜礼器和玉礼器等一整套礼
仪制度，对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周围广大地区产生了强烈
辐射，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在中华文明
形成过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贡献，揭示出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凝
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交流互鉴促进中华文明形成

中华文明的形成和长盛不衰，与各区域文明之间、
与外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密不可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DNA检测等技术得知，距今
5000-4500年，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
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大约在 4300 年前被中原地区吸收，
成为中原文明的组成部分。西亚冶金术与中原地区的
1000度高温冶炼的技术结合后，出现了陶范铸造法，最

终发展为夏商周时期高度发达、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青
铜容器铸造技术。

在吸收的同时，中华文明的发明创造也为人类文明
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北方史前先民们发明的粟作农
耕技术，在距今 6500 年后陆续向南传播，经中国福建、
台湾传播到东南亚。水稻种植技术在稍晚的时候，同样
经由闽浙两省向东传至台湾省，进而广泛传至太平洋的
西南地区。随着农业的传播，东南亚与海岛地区的人口
增长，客观上带来了南岛语族人向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农耕技术与丝织品生产技术，也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
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又从欧亚草原传播至西亚
和欧洲。

除农作物物种和栽培技术外，夏商周文明的青铜容
器铸造技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催生了东北亚地
区的青铜时代。反映中华文明礼制的牙璋、玉璧等，在夏
商时期经西南的三星堆-金沙和华南地区流传到东南亚。

拓展探源工程的时空范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为中华民族寻根溯源的重大研
究项目。未来，我们要更加坚定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
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下大力气密切考古学和
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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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维度上，向前再探3000年，探寻
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即距今约8000年左右，中国农业的
初步发展、精神文化和社会变化等。在空间维度上，打算
把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地区的遗址都纳入探源工程
中，研究这些区域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
原因、背景和过程，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华文明从多元起
源到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取得的成果，并对下一步探源研究提出了新的要
求。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更加努力地开展研究，更加全面地展示中华文明的
发展过程、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绚丽风采，更加深
刻、准确地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特点以及对人类文
明的贡献，为增强民族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6月21日为夏至日，太阳在这天到达
黄经90度。至者，极也，夏至意为夏日之极。
中国古代先民用土圭测日影，确定一年中正午
太阳影子最短的一天为夏至，日影最长的那一
天为冬至。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我们来说，夏
至日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此后，昼渐
短、夜渐长，直到秋分，昼夜等长。

夏至过后，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逐渐南
移，气温逐渐升高，农谚有“夏至不过不热”

“夏至未来莫道热，冬至未来莫道寒”的说
法。旧时，人们有数“夏九九”的习俗，即从
夏至日开始数“九”，每九天为一九，称为

“夏九九”。同“冬九九”有“数九歌”一样，
“夏九九”也有“九九歌”。清同治 《安吉县
志》引《乌青文献》夏至“九九歌”，歌中唱
道：“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
冰水如甜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
四十五，头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不入
寺；七九六十三，上床寻被单；八九七十二，
思量盖夹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

北方地区夏至正值麦收之后，人们用新麦
面蒸出各色花馍，亲友间往来馈送尝新，称为

“看夏”或“瞧夏”。新女婿得带上礼物探望岳
父母，称为“望夏”。此时的江南，农人们却

是“才了蚕桑又插田”，单季晚稻插秧在即，
民间俗称“莳秧”。莳秧，是将秧苗从秧田里
拔出来，移植到大田，让其“自立门户”，扎
根生长。拔秧多为农家女子的活计。拔起的秧
苗被层层卷起，用秧禾草打结成秧把，抛于秧
田的水面上。挑秧手从秧田里将秧把子一担担
挑到大田，再向大田中央莳秧手经过的水路投
秧。出色的挑秧手能不偏不倚地将秧把投在莳
秧手跟前，秧把一支支接着插，整个过程十分
流畅。

夏至莳秧十分辛苦，亦关乎一年收成，农
人们对此分外上心，由此有了祭祀田公田婆的
习俗。民国时夏至这一天，浙江东阳一带的农
民会在田间“束草立标”奉为田婆，并备上酒
肉祭祀，祈求稻谷丰收。此俗在丽水云和一带
被称为“做田福”，农人们还要在这天选出长
势最佳的禾苗，称为“挂榜”。浙江绍兴一带
喜用圆糊醮祭祀田公田婆。圆糊醮以米粉为原
料，加韭菜等作料煮熟而成。夏至时，农人用
小竹签穿好醮坨，插在水田出水口，并点香祈
求丰收。待仪式完毕，农人散去，小孩子们跑
到田地里来取醮坨，饱食一顿。当地民谚云

“夏至吃了圆糊醮，踩得石头咕咕叫”，有期盼
孩童身体健壮之意。

夏至天气闷热，饮食以清泄暑热为主，多
食清淡的汤面、麦饼等。“冬至馄饨夏至面”，
夏至吃面的习俗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流行。清
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夏至这天，
北京家家户户都要吃一种“冷淘面”——将面
条下锅煮熟，捞起来过一下凉水，食用时再加
作料调味。至于江南的夏至面，不能不提江苏
苏州的枫镇白汤面。此种清汤白面，在暑气逼
人的夏季吃起来格外清爽。关于此面的由来有
个传说：从前有一对姓张的夫妻在枫镇开了一
家面店，专做浓油赤酱焖肉面。有一天，张老
板进城买酱油时，将所带的钱接济了一个穷苦
男子，无钱再买酱油。于是，夫妻俩只好烧起
了清汤白面。不料这款清汤面大受食客欢迎，
从此枫镇汤面声名鹊起。

夏至是夏季的大节气，是年度周期的重要
节点，按照阴阳二气流转观念，夏至是阴气转
为上升之气的起点，所谓“夏至一阴生”。历
史上，皇家曾在此日祭祀地神，驱疫逐疬；民
间以掏水井换新水应和“微阴生水泉”的时
气，人们还用新麦鱼鸭祭祀祖先，以求庇佑。
夏至体现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平衡的智慧，历
经千百年仍传承不息。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图景
——简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与意义

王 巍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
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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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撰
文，阐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与意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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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纪委、妇联共同
开展“童心绘团扇，清风润夏至”活动，小朋友们身着汉服
学习绘制团扇。 赵 宁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