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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期 ， 其 他 地 区 的
族 群 也 在 向 文 明 进
发。比如浙江浦江县
的上山遗址，距今一
万年，发现了中国迄
今最早的驯化稻。除
了水稻之外，上山文
化的其他现象也颇值
得关注，比如占卜、
制陶技术等，浙江义
乌 桥 头 的 上 山 文 化
遗 址 中 ， 就 发 现 了
距今9000~8500年的
卦 象 符 号 。 长 江 中
游洞庭湖西南，距今
7800~7000年的高庙
遗 址 出 现 了 大 型 祭
祀场和精美的白陶祭
器，早熟的宗教祭祀
和 空 间 观 念 逐 步 形
成……

到距今六千年前
后，文明化进程开始
加速。黄河流域的粟
黍向长江流域传播，
水稻则向北传到汉水
流域和黄河中下游。
此时人口、聚落显著
增多，形成中心性聚
落，如河南灵宝铸鼎

原遗址群，出现了数
个规模达百万平方米
的大型聚落。

2 0 1 9 年 至 2 0 2 1
年，在山西夏县师村
遗址，考古工作者发
现了庞大的中心性聚
落。聚落修建了环绕
的壕沟，宽约4米、
深 约 3 . 5 米 ， 是 后 世
护城河的雏形。军事
防卫已成必须，意味
着聚落之间出现了战
争，这也是社会复杂
化、聚落中心化的表
现。考古工作者还从
泥土里挖出了六千年
前的石雕和陶雕，形
状像桃核，其实是对
蚕蛹的模仿。这些蚕
蛹雕塑是中国目前最
早的蚕蛹形象，加上
出土的桑科花粉，考
古工作者推断，此地
先民已经开始养蚕缫
丝了——这是丝绸起
源的重要线索。师村
遗址作为一只可供解
剖的麻雀，反映出了
六千年前后一座“大

城市”的样貌。
到 了 距 今

5500~5000年，各地
区相继正式进入文明
阶段。此时社会复杂
程度与六千年前又不
可同日而语了。

最近发现的一处
此类遗址，是中原地
区 的 河 南 巩 义 双 槐
树遗址，距今约5300
年。在2013年至2020
年的持续发掘中，考
古工作者发现了面积
达117万平方米的都
邑 性 聚 落 遗 址 ， 遗
址被内壕、中壕、外
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
绕，形成严密的防御
体系。一些考古学者
认为，这个中原文明
核心区——河洛地区
出现的遗址，填补了
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
材料。此前30多年，
长江中下游良渚古城
和西辽河流域牛河梁
遗址的发现，让中原
地区在这一时间段相
形见绌，产生所谓“
中原地区文明洼地”
的疑惑。双槐树遗址
被认为是打破“中原
洼 地 论 ” 的 一 个 证
据。

老牌“明星”遗
址良渚古城和牛河梁
遗址的发掘至今仍在
持续。近期国家文物
局发布的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最新进展中，
牛河梁遗址又公布了
新的成果。在考古学
上，牛河梁遗址的重

要意义在于，它是中
华文明起源多元论的
证据之一，颠覆了中
原文化大一统的传统
观念。由此证明，中
华文明并非从始至终
都是中原主导，5000
多年前各地区分别迈
入了文明时代。在文
化 交 流 与 融 合 进 程
中，中原文明逐步形
成并扩大领先优势，
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
主导，理解中华文明
起源和发展，“多元
一体”至今仍是核心
框架。

越久远的历史越
飘渺，土壤里留存的
证 据 也 越 发 稀 疏 残
缺。还原先民从八千
年前走到五千年前的

艰辛历程，不仅可以
满足我们对过去无穷
的好奇心，也可以更
准确地回答：我们是
谁，我们从何而来。

不论八千年文明
起源是否能得到普遍
认同，回望八千年前
发生了什么，无疑是
有意义的。它在更长
远的尺度上，让我们
观 察 人 类 社 会 的 进
化，也在感性层面上
启发我们，虽然我们
的生活与远古先民已
经迥然不同，但也有
些东西亘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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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城址

从“上下五千年”
到“上下八千年”(下)

▲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祭坛、
积石冢原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