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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 今 年 迎 来 高 光 时
刻，开始从学界进入
公众视野。这项工程
迄今20年间，聚焦距
今5500年至3500年的
两千年，将全国这一
时段重要遗址囊括在
内，以考古学与自然
科 学 深 度 结 合 的 模
式，试图解答一个问
题：中华文明是如何
起源的？

那两千年是中华
文 明 起 源 的 关 键 阶
段。彼时农业和生产
力迅速发展，物质财
富急剧增长，社会分

化加剧，随之出现国
家与王权。依照恩格
斯的说法，国家是文
明社会的概括。这一
时间段内，长江流域
的良渚古城、西辽河
流域的牛河梁等遗址
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
的文化，甚至可以称
之为国家。探源工程
的初步结论认为，距
今5000多年，中华大
地迈进文明社会。

另一个问题随之
而来。如果说中华文
明形成于5000年前，
如此高度的文明并非
横空出世，更久远的
根脉又在何时何地？

新石器时代早期
的一系列发现中，已
经 出 现 了 文 明 的 曙
光。根据当前的考古

成果，八千年前后是
另一个关键时期，有
些学者称之为中华文
明的起源。随着中华
文 明 起 源 研 究 的 深
化， “上下五千年”
不仅由传说变为考古
学实证，“上下八千
年”历史大脉络也逐
渐变得清晰。

文明起源的迷思
2002年春天启动

的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由中国社科院考
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
文 博 学 院 牵 头 ， 联
合20个学科、400多
位学者，对中华文明
起源阶段进行详细研
究。这项工程以浙江
良渚、山西陶寺、陕
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
四个都邑性遗址，以
及黄河、长江和辽河
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为
重点，得出了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和早期
发展的大脉络。探源
研究中，一个根本性
的问题难以绕开：到
底什么是文明？

长久以来，全球
考 古 界 以 三 个 要 素
作 为 判 定 文 明 的 标
准：冶金术、文字、
城 市 。 上 世 纪 8 0 年
代，“文明三要素”
随着风行一时的英国
考古经典著作《最早
的 文 明 》 影 响 至 中
国。而这三要素是西
方从两河流域和埃及
考古中提炼出来的，
那是全球现代考古学

的发轫之地。中国史
前社会发展模式与两
河流域和埃及不尽相
同，同样的要素在不
同社会有着不同的涵
义，因此“文明三要
素”并不完全适用于
中国。

一 个 直 观 的 例
子，就是冶金术在东
西方的不同意义。在
西方，青铜冶炼技术
发明后被大范围用作
生产工具和兵器，推
动了农业发展和战争
升级；而青铜冶炼技
术 自 西 亚 传 入 中 国
后，与中国发达的制
陶工艺相结合，被广
泛用于礼器制造，铸
成了花样繁多的青铜
器。即便在高度发达
的中国青铜时代，铜
器并未对农业发展作
出明显的贡献。

所以，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
工作，就是确定中国
的文明起源标准。这
一标准必然建立在中
国考古发现基础上。
其中，浙江余杭良渚
古城、辽宁建平牛河
梁遗址等发现，提供
了重要线索。尤其是
良渚古城，在30年的
时间里，考古人陆续
发掘出高等级墓葬、
祭坛、宫殿、水稻、
城墙、大型水利工程
等，一个距今五千年
前后的发达聚落完整
浮出水面。

在这些发现的基
础上，2018年，探源
工程专家组将文明标
准定为四条：生产力
方面，农业和手工业
有相当程度发展；社
会明显分化；出现作

从“上下五千年”
到“上下八千年”(上)

青铜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