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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文明信史 助力民族复兴
——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实践

陕西省文物局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

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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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陕西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探索历史

未知，揭示文明本源，在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陕西是中华民
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
后十四个朝代在此建

都，留下丰富的文物古
迹。既有百万年的人类遗

迹，也有文明曙光初现的新
石器遗存，更有代表国家文

化的都城遗址与帝王陵寝，还
有见证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

丰富遗物，时间线横跨史前及周
秦汉唐，清晰地展示了中华文明

发展的骨干脉络。
距今150多万年前的南郑龙岗

寺遗址，115万年前的蓝田公王岭
遗址及“蓝田人”头骨化石，表明早在

100 多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时期，陕西
境内已有古人类生活繁衍。距今 78万

年至12.8万年间的中更新世时期，蓝田
陈家窝遗址及下颌骨化石、洛南盆地旧
石器地点群及龙牙洞遗址、大荔甜水沟
遗址及“大荔人”头骨化石等明显表现出
对更早时期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是我国境内远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关键

证据。距今 12.8万年至 1.2万年左右的晚更新世时期，是现代人起源与扩散
的关键时间节点。南郑疥疙洞人类化石等已属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实证了
早期现代人10万年前在陕西就已经出现并连续演化。

距今约7000-8000年前的老官台文化是目前陕西最早的史前文化，也是
所知渭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和汉水
上游地区，以圜底、平底、三足的钵、罐为典型器物群。远古人类结束了长达
百万年的穴居历史，在秦岭南北两侧的渭河、汉水流域沿河营建聚落，开启
了秦岭南北两侧人类定居的历史和农业、定居的生产生活模式。

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处于开创性引领地位，首次大
规模推广布设探方揭露层位的发掘方法；首次用聚落考古的理念揭示遗址
布局；首次为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地域类型划分提供了标尺，半坡类型的典型
器类组合及彩陶，成为仰韶文化最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首次通过墓地资料对
仰韶文化早期的社会属性提出研判。半坡遗址的发掘对构建中国史前文化
框架具有开创之功，并带动了聚落考古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的推广。在党中央
的关怀下，半坡遗址上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

姜寨遗址通过发掘基本揭示了仰韶文化早期中小型村落的全部面貌，
在中国乃至世界聚落考古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姜寨遗址的丰富内涵
第一次充分展示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史家类型转变的证据，成为仰韶文
化分期和类型划分的典型参照标杆。姜寨墓地的分区与居址区建筑群的分
组，成为探讨仰韶文化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权威证据。

距今 5500年以来，仰韶文化的中心——陕西关中地区已开始出现了早
期文明的萌芽。高陵杨官寨遗址作为关中地区已知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
唯一具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总面积超80万平方米，与周邻聚落形成了巨
大的规模反差，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同时，独具特征的仰

韶文化庙底沟花瓣纹彩陶，不断向四周显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在史前
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彩陶文化浪潮，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
化大一统格局。

距今 4300年前后，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已经展现出早期文
明的辉煌。石峁遗址是目前东亚地区已知面积最大的城址，作为一
处超大型中心聚落，多重的结构、宏大的建筑、复杂的宗教遗存及
大量精美遗物的发现，显示出石峁城址应为区域政治、经济、文
化和宗教的中心。权贵阶层居住的区域“皇城台”位于城内核
心，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不仅被内、外城所环绕，而
且四周建有阶梯状护墙，气势巍峨。城墙全部用石块在山峁之
上垒筑而成，超过20万方的用石方量，显示出统治集团具备
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调动能力，能够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进行
大规模公共事业建设。除石峁古城外，在河套地区发现有多
处属于同一文化的石城，相同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体系、
社会结构和资源调配模式，显示出已经形成以石峁遗址
为中心，多个次中心、中型聚落和小型聚落构成的四级
金字塔式层级社会结构，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
祭祀权力的统治者和较为稳定的行政控制区域。

如上所述，考古实证表明，5000多年前，陕西地
区已从早期文明的萌芽逐步进入了区域文明的发
展阶段，作为多元文明齐放百花中最绚丽的一
朵，在相互交流借鉴的过程中，孕育了后世周秦
汉唐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
根、主源。

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实践

一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取得阶段
性成果。陕北地区发现了气势恢宏的宫室类建
筑、布局规整的宗庙类遗迹和等级分明的大型
墓地。通过对石峁、芦山峁、寨山遗址等重要考古
资料的综合分析表明，距今 4300 年前的龙山时
代，陕西北部已明确出现国家形态，聚落差异悬
殊、人群分化明显、等级观念突出，石峁、芦山峁遗
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北方模式
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二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取得重要发现。
杨官寨是关中地区庙底沟阶段的核心遗址，通过对
该遗址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460余座墓葬开展的多
学科研究，推测距今约5500至5000年前以男性为继
承符号的男权社会已经确立；进一步研究确定了庙
底沟阶段完整的聚落，发现了关中地区乃至中国境

内最早的人工水利系统，厘清了杨官寨城址雏形，推进了西安城市演变和中
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发展研究。

三是关中地区龙山文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省、市考古机构
和大学联合考古队通过对太平遗址的考古研究，发现环壕及玉器、卜
骨、叶形陶牌饰等高等级文物，其中一件陶铃尤为罕见，仅在山西、河南
的个别都邑性遗址中有所发现，基本可以确认太平遗址为一处大型客
省庄二期文化环壕中心聚落，距今约 4600-4000 年，已进入夏代纪年时
间范围。

四是东亚现代人起源研究获得重要证据。在陕北黄河沿岸、陕南秦岭地
区考古调查工作基础上，发掘了距今10-1.5万年间、罕见丰富遗存的南郑疥
疙洞洞穴遗址，为了解中国南北过渡秦岭地区旧石器晚期人类情况及东亚
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证据。

五是民族融合和长城文化研究发现新资料。少陵原十六国大墓是目前
所见该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完整的大型陵墓，既具中原传统汉
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

历史演变过程，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
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
建筑原型的实例。清平堡遗址考古第一
次将长城营堡内名为“显应宫”的城隍
庙遗址完整揭露，被纳入“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也将助力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

六是大遗址考古研究成绩斐然。
周原遗址的发掘实现了重大学术突
破，基本确认了周原城址由西周时期
的两重城垣结构等组成。秦咸阳城遗
址完成勘探约 26 万平方米，汉文帝
霸陵考古发掘纠正了历史文献失
误，西汉十一陵确切位置得到完整
确认。

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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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文博考古工作者结合实际工作，强化责任
担当，守正出新，踔厉笃行，为深化中国探源研究提供陕
西方案。

从“考古发掘”到“文明探源”，实现中华文
明探源的陕西突破

一是着力加强陕西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的考古工作
与研究。在全面厘清遗址分布的基础上，持续对杨官寨、石
峁、芦山峁、太平等重点遗址进行发掘研究，同时有针对性
开展关中东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掘，以不断丰富夏
代和夏文化探索的时空框架，为实证五千多年文明信史提供
翔实的考古学证据。二是针对目前陕西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
时代的文化缺环，有计划有目的地在秦岭北麓等关键区域开
展考古工作。三是继续开展秦岭地区和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
考古，为中国古人类本土起源的研究提供更充分的证据支撑。
四是进一步突出周、秦、汉、唐时期考古研究，展示中华文化的
辉煌灿烂和独特魅力，深刻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
展过程，揭示国家治理与发展背后的文明基础，为人类文明新形
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从“单一研究”到“交叉研究”，打造中华文明探源的
陕西范式

近年来，陕西省在考古工作中先后提出了“考古发掘是基础，科
技保护是核心，陈列展示是手段，服务社会是目的”的工作原则，先后
探索总结出“大范围调查、大面积勘探、小面积试掘”的大遗址考古工
作方法；首倡“基地+”和“片区制”的区域考古工作模式，先后建成了
周原等9个考古基地，及西安地区四个“基建考古片区”，实现了考古工

作人员固定化、专业多元化的特点，辐射带动区域的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深
入。同时，为提高考古工作质量与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出了田野考古工作与
研究的“五化”（考古研究科学化、考古工作标准化、考古管理规范化、考古方
法系统化、考古成果普及化）原则，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肯定。

日前，陕西建成开放的全国首家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构建了“科学发
掘—保护利用—展示阐释”三位一体的新发展格局。下一步将以考古博物馆
为平台，继续加强统筹规划和学科交叉，聚焦重大考古科研项目，整合省内
文博机构与高校资源，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
关，更加全面、立体、科学、准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在已有的四个
国家文物局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以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契机，逐步建立
完备的考古技术创新体系和运用体系，不断拓展和完善新方法，深入提取揭
示中华文明的物质基因，为推动中华文明研究与阐释提供支撑。

从“文明遗址”到“文明殿堂”，实现社会共享考古成果

依托陕西考古近百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先后建成了半坡遗址、秦兵马
俑、法门寺等驰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博物馆，是陕西乃至中国外宣的“金色名
片”。陕西省积极推动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深度融合，形成中华文
明探源的陕西方案。一是持续做好对杨官寨、石峁、芦山峁等大遗址的考古
发掘研究的同时，着力提升以周原、秦雍城、秦咸阳城、汉唐长安城遗址为重
点的都城考古，凝炼好其中体现的中华文明基因、深入阐释其传统文化价
值，让其成为社会共享中华文明的课堂。二是推动长城等重大文化工程建
设，同时结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打造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代表的，具有
遗产保护、文化体验、特色景观等功能的文化空间场所，让更多文物和文化
遗产“活”起来。三是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让陕西省的博物馆变
成全社会参与的“考古课堂、历史讲堂、文化殿堂”，积极引导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从“学术需求”到“国家需要”，彰显陕西政治担当

一是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政治性和学
理性相统一，立足百年变局，心怀“国之大者”，聚焦文明溯源和文明阐释，以

正确的政治导向和扎实的学术研
究把中华文明的阐释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要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是一项重
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
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的重要论
述，旗帜鲜明地强化文明探源研
究的政治担当，不断提高用学术
讲政治的能力。二是要注重从文
化遗产和考古遗存中凝炼文化
和精神内涵，深入探究中华文明
延绵不绝、自强不息、革故鼎新
的文明韧性以及开放包容、朴实
典雅、和谐自然、崇礼尚德的文
明特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扎
根中国大地的文明基础，深刻阐
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
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刻论证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
三是始终增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自觉，坚决
守护好黄帝陵、兵马俑等中华
文明的精神标识，着力开展承
载中华文明基因和特质的重大
考古学研究项目与解读。以历
史弘扬民族精神，用文化凝聚民
族力量。四是加强中外展览交流
与人文交流，特别是加大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考古合作，
开展文明互鉴和文明交流研究，
为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
基础贡献力量。

深化文明探源研究的陕西方案

陕西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 半坡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

杨官寨遗址出土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