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

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总

结，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刻阐明了中华

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

为纪念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中国历史研

究院组织编著《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

阐释》，旨在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中华文明

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进行考古

学实证，同时细致解读每一个突出特性的内在特质、深入

剖析其形成原因。在此，特邀三位专家讲述他们眼中《文明

中国》一书的意义。

中华文明特性的考古学阐释
冯时

中华文明的历史通过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
已初步廓清，先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做
出了巨大贡献，而《文明中国》则是根据考古资料
疏通知远，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进行全面阐释的
新作。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传承数千年没
有中断的文明，其文化连续性的重要物证就是我
们的文字没有中断。考古学证据已将汉字的历史
上溯到了距今七千年前甚至更早，与其他文明的
古文字沦为化石的事实不同，汉字至今仍焕发着
鲜活的生命力。不啻如此，作为彝文之祖的古夷
文也与汉字的历史同样悠久，这种文化连续性的
体现无疑也是其统一性和包容性的体现。文字建
构了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文字的传承也就意味
着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思想传承有序，这决定
了中国文化的绵续不绝。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仅表现在其事无不
涉，更体现在其理无不尽，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
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中华文明的原创成就灿
烂辉煌，作为古典科学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
学、农学都已有了万年的历史，制陶治玉的技艺
精湛。而青铜范铸新技术的创新则更适合中国地
理的黄土特性，以马挽车也更适应中国地理的广
域特性。事实上，无论原生创造还是次生改造，都
是先贤格物致知认识论的产物，体现着中华文明
的优秀特点。

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本思考就是建立在观
象授时基础上的“中”，这一思想之重要，至今仍
保留在我们的国号当中，而其发展出的“大一统”
观念则不仅追求疆域的一统，更重在制度的一
统。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和宗教观确立了以中
一统天下的理念，而文字与度量衡的统一更从制
度的层面强化了不同文化的凝聚，保证了中国文
化文脉的传续，为中华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
立奠定了基础。

“中”所具有的统一性特征同时也决定了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和平性。文明的包容当然
首先取决于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中和观
念的产生则构成了文明包容不可或缺的基础。
史前夷夏东西格局的改变及多民族统一局面
的逐渐形成无不体现着以中为特征的文化包
容，而中和观念则又表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
想包容。

中华文明崇文尚德的文化本质形成了耀德
不观兵的和平性特征，同时，“中”的思想所导致
的文化追求必是内敛自强，而不是殖民扩张。
由此产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哲学思考
则是利他主义，而不是利己主义。甚至基于文
德观所形成的武的思想，其强调的也是终止战
争，而绝非发动战争。这些思想的和平意义都
非常明显。

中华文明这五大特性于考古遗存多有体现，
器以载道，《文明中国》的作者广采史料阐释发
明，对认识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

统一理念与创新追求的考古学说明
王子今

《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
阐释》中题为“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内容，从考
古学视角说明了中国走向统一以及维护统一的
历史与文化的必然。

《公羊传·隐公元年》明确说到“大一统”。儒
学学者较早提出统一的主张，还体现为《诗·小
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对周制的理想化表述。《老子》言“天下
之道”“天下之心”“天下之物”“天下之至柔”“天
下之至坚”，《庄子》言“天下之性”“天下之德”“天
下之美”“天下之功”“天下之自为”，《易·系辞尚》
言“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东
周时期不同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均习言“天下”。
流行全社会的“天下”之说，和追求与认同统一的
观念相联系。当时许多思想家都相应提出了以

“一”对应“天下”概念的主张，如《庄子·王道》“一

心定而王天下”，《墨子·尚同中》“一同天下”，《管
子·外言》“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孟子·梁惠王
上》记述了孟子与梁襄王的对话。对于天下如何
才能安定的询问，孟子回答：“定于一。”对方又
问：“孰能一之？”答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
主张以仁政和王道征服人心，实现统一。不过，秦
人是以战争手段和军事方式实现“灭诸侯，成帝
业，为天下一统”的政治成功的。李斯称之为“此
万世之一时也”（《史记·李斯列传》）。而后灿烂的
汉代文明正是在统一的条件下创造的。《汉书·晁
错传》所见“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盐铁论·
世务》所见“诚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汉
书·终军传》和《王吉传》都可见“六合同风，九州
共贯”，都说明统一理念的全面继承。汉代瓦当文
字“汉并天下”“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汉
代砖文录写《公羊传》全段文字“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都可以作为“大一统”理念得以普及
的文物证明。

对于秦最终实现统一的历史原因，有不同的
解说，学者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说
明。而通过技术层次视角的考察，可以发现秦人当
时在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动力革命、铁
器推广、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遥遥领先于东方六
国的创新优势和成就积累。而这些可以得到考古
资料证明的历史真实，是秦统一的重要条件。

秦统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创新体
现的科学进步，可以为《文明中国——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中“革故鼎新，与时偕
行”部分对于中国文明创新追求的阐释，提供有
意义的实证。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

考古发现实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魏坚

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编著，汇集诸多具有考古
学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文明中国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一书，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首先从宏观上解读并
阐释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与中华文明发展
演进的深厚渊源关系，并在考古实证的基础上，
分别就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特质及其形成原因
进行了详细解读和论证，为我们深入观察和理解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的
历史进程提供了充分的考古学实证，是一部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鸿篇巨著。本书作为
第一部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
性”的实证性著作，是目前为止考古学界对中华
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阐释
的著作。这也是本书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重大项目和《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丛书》的重要原因。

考古学研究以田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为
基础，因此考古学的相关认识会随着新的考古
发现和研究而不断深化。本书对于深入了解中
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
与独特优势及走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有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对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宅兹中国，万物生华。从考古实证中可以充
分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为考古工作者，
应拓宽国际视野、树立世界眼光，充分发挥中国
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与文物资源特色，深入推进中
华文明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所承担的责
任和发挥的重要作用，促进学术交流和文明互
鉴，构建中国特色考古研究学术体系，为建设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积极
贡献。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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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论

视 点

天津地区通过冀北山地与东北相连，南面是
广阔的华北平原，东隔渤海黄海与朝鲜半岛相
望，西面从北京平原到太行与燕山山地。在更新
世低海面时期，位于华北到东北亚交通中心位置
的天津地区，更是东北亚与中国北方地区接触的
前沿与枢纽地带。我自上个世纪 70年代末开始
学习考古，到后来讲授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程
的时候，都曾长期关注天津地区的史前考古发现
与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一直到2000年前后总
结盘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在20世纪的收获之
时，天津地区仍不见旧石器时代遗存发现的报
道。经过天津考古同事的长期规划准备，2005年
正式开启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当年即发现
了旧石器遗存，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天津地
区旧石器的发现，是众多考古同行的共同愿望。
正如张森水先生在看到天津旧石器首次发现时
曾讲过，天津地区旧石器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
讲，最后消灭了以省、直辖市为单位的旧石器考
古的空白区”。

天津旧石器工作开始的时间虽然较晚，从
2005年到现在也才不到20年，但从《天津旧石器
考古新发现与研究（2015-2019）》这本专著来
看，天津旧石器考古发现材料的积累速度与研究
深入发展程度，着实让旧石器考古同行感到意
外。18年内，天津旧石器考古同行已经完成两部
专著。2015 年《初耕集：天津蓟县旧石器考古发
现与研究》出版，到现在还不到 10年，又完成第
二部专著的撰写，可称是创造了中国旧石器考古
发展的天津速度。这个速度记录的创造和主要贡
献者，正是本书的作者，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盛立双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王春雪两位同事。
非常感谢两位盛情邀请我为本书写序。作为天津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长期关注者，很高兴有机会和
关心天津旧石器考古的读者讨论交流，一起分享
看到这部新作的喜悦。

虽然从初次发现到现在天津旧石器考古已
经快满 20年，本书已经是天津旧石器考古的第
二本专著，但在谈到天津旧石器考古发现之际，
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填补空白的话题。与 2005 年
天津第一批旧石器遗存发现填补的是地区空白
不同，随着近二十年来的调查、发掘与整理研究
工作的深入，我们现在看到这部新作，所展示的
已是天津晚更新世以来石器技术与文化发展的
区域性特点，填补的是从华北到东北亚枢纽地区
的旧石器技术研究与认识的空白。这项工作所揭
示出的是更新世期间，尤其是晚更新世人类的活
动历史与行为特点。因此可以说，本书出版的意
义已从旧石器发现的区域空白填补，进一步提升
到石器技术与人类行为研究的层面。

关于填补区域旧石器技术与文化研究空白，
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对天津地区砾石石器工业
存在的认识。《初耕集》将天津旧石器发现划分为
小石片与细石器两种类型。本书则在前两者之
外，再新分出砾石石器类型。砾石石器虽然是个
讨论较多，涵义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的概念，但多
数研究者还是经常用来指代以砾石为原料，直接
修理成形的大型（重型）工具占主导（或重要）的
石制品组合。本书作者所划分的砾石工业也应如

此。其实以砾石为原料，依修形理念直接加工重
型工具的大型工具组合，在天津周边地区早就有
发现。如邻近的北京周口店的早期石器组合，就
展现出重型工具较多，以砾石为原料直接修理成
型的砍砸器等居重要地位的下文化层。像东北到
辽宁中部的本溪庙后山遗址，其大型工具占主导
地位的情况，也早就受到研究者关注。与天津地
区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地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
以来，更有数量众多的发现是用砾石为原料、依
修形理念加工的砾石石器工业。按照传统划分，
无论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南北二元结构说，或是华
北旧石器两大系统，天津地区及周边地区都应属
于华北小石器或石片石器工业的范围。因此，天
津周边地区先前零散分布的砾石工业，与本地区
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所显现出明显矛盾的
情况，也一直困扰着相关研究者。

由于本书所展现的旧石器考古新进展，即
对联结东北亚的天津地区砾石工业类型的确
认，显然可以不用继续纠结于辽宁中部庙后山
遗址大石器与华北小石器工业面貌不协调，也
不必再困惑朝鲜半岛广泛分布的砾石工业与东
亚大陆北部地区同类发现之间的技术传统与文
化关系。在此意义上讲，天津旧石器的发现不仅
是填补了地域分布的空白区，尤为重要的是新
发现的石器技术类型可将周边连接起来，更全
面地展示了晚更新世以来，从华北到东北以及
朝鲜半岛等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路径与
文化关系。因此，对联结华北到东北乃至东北亚
交通要道的天津地区砾石工业分布的新认识，
其重要性不仅是增加了本区旧石器工业类型，
而且还将原来孤立分布于环渤海地区，包括华
北北部，东北南部以及朝鲜半岛的同类石器工
业连为一体，更深刻地改变了对中国旧石器文
化区域性特点既有认识。砾石工业类型的确认
与详细阐释，应该是本书，同时也是天津旧石器
考古最重要的新进展。

天津地区并非是小石片技术传统的一统天
下，晚更新世期间，砾石工业也占有重要地位。这
种格局持续到晚更新世之末，随着细石器技术的
发展扩散，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到高峰，进而走
向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本书另一项值得称道的

努力是展开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考古材料
的梳理总结。以往旧石器研究主要关心更新世人
类及其文化遗存，但很少探讨进入全新世以后的
发展。新石器考古同行也如此，很难见到将新石
器时代早期发现与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联系起
来，统一进行讨论分析的尝试。这种研究取向人
为地割裂了旧、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使得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史前考古重大课题研究长
期裹足不前。本书的两位作者突破以往惯例，将
天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青池遗址的发现也纳
入研究，通过对该遗址发现石制品等系统分析，
建立起从晚更新世到全新世初的史前文化发展
序列，填补了天津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
研究的空白。

这部专著研究对象是 2015年到 2019年 4个
年度的发掘与调查材料，主要为石制品，更方便
做传统的技术与类型学分析。但两位的研究并没
有受限于材料，仅止步于石器分析，而是注重收
集石器原料、石制品组合等多方面信息，努力尝
试解读遗址功能，揭示早期居民对遗址使用方
式。例如通过对朝阳洞遗址仅有石片及少量工
具，并未见石核等特点，判断这处洞穴的居住者
应是在他处加工石制品，将适用的工具与石片等
携带至洞内，属于装备人员的模式。类似的分析
与认识，为探讨晚更新世人类在天津地区生存演
化历史开拓了新视域。

受限于天津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区内大部
分是华北平原北端的沉降地带。属于更新世期间
形成的堆积大部分埋藏在地下数米、数十米甚至
数百米之深，因此很难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只
有北部平原与山区交界地带，尚有发现旧石器遗
存的机会。尽管有近20年来的持续调查，天津旧
石器发现仍主要是在蓟县地区。虽受此局限，但
本书作者及所属团队仍然不断努力，先后调查发
现数十处旧石器地点，也正式发掘其中多处。本
书所展示的也正是这些调查与发掘的成果。与绝
大部分地域辽阔、旧石器遗存分布广泛的省区相
比，天津旧石器考古虽受限于先天条件不足，但
仍有明确的学术目标，且长期不懈努力，有计划
地进行系统调查与科学发掘，将所获成果及时整
理与研究，并全面刊布，创立了更全面、更及时发
表旧石器考古成果的范例。

这部新作的出版见证了天津旧石器考古 18
年的历史。18年或说是18岁，对个人来说是青春
年少，对于新兴的天津旧石器考古事业来说也正
值起步发展期。这部新作所展示的上述成果说
明，旧石器考古在天津地区来讲，虽年轻，但已开
始展露出耀眼的光彩。祝贺本书的出版面世，预
祝天津旧石器考古不断发展，也继续收获更多更
重要的新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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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底，收到大学同学商春芳寄来
的新作《考古都挖了点啥》（一）（二）两
册。3月30日，就受邀参加了在文物出版
社博文书社举办的新书发布会。其间，一
边读书，一边参加活动。开卷有益，先睹
为快，受益匪浅，感慨良多。

这套书一二两册共 20 万字，379 幅
图。关于此书的内容，可以总结为以下
四点：

第一，从时间上来说，其写作内容上
起旧石器时代遗址，下至江西李渡元代
烧酒作坊遗址、四川成都水井坊元代造
酒作坊遗址。虽然该书的时间跨度较大，
但作者敢于取舍，有所侧重。例如，第一
册收录专题文章 19篇，其中汉代考古方
面的文章为9篇，分量较重，突出了汉代
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第二册包括专
题文章 17篇，有关唐代考古方面的专文
12篇，充分展示了唐代考古发掘与探索
的新成就。汉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巅
峰时代，是华夏文明的典型代表，作者在
选材上抓大放小，找准大众感兴趣的黄
金时代若干专题进行记述，这一写作方
式应给予充分肯定。

第二，从空间上来看，此书所收入的
考古发掘资料，不仅涵盖了中国境内东西
南北中部分地区大量的考古材料，而且还
结合国外的一些考古发掘资料与研究成
果，对某些出土遗物进行了讨论，拓宽了
读者的阅读视野。如该书第二册《撒马尔
罕大使厅——西方人眼中的武则天形
象》一文，以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古城
房屋建筑遗址中发现的“大使厅”壁画作为切
入点，引用了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壁画中描
绘了大唐与突厥、波斯、白匈奴等使臣与粟特
贵族聚会的场景。最重要的信息是，唐高宗猎
豹与武则天划龙舟居于画面主要位置。

第三，从研究对象上分析，该书涉及城
址、墓葬、手工业、宗教等多种类型的考古遗
存，信息量较大。我以前设想这套书可能是绘
本之类的小册子，没想到内容十分丰富。特别
是有关古人的社会生活，衣食住行，皆有记
述。虽然是科普读物，却不乏创见。例如，第一
册中的《东周时期的起重设备》一文，提到
1973年前后在洛阳东周王城62号战国仓窖遗
址中出土一套青铜齿轮零件。笔者在洛阳从
事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十余年，也曾经
注意到这套齿轮零件，但对其功用及与遗址
关系百思不得其解。当我读了此书之后，豁然
开朗，终于明白这套齿轮零件在机械学中被
称为“棘轮”“棘爪”，其功用是在传动过程中
防止逆转。将其运用在粮仓的粮食运输中，可
以防止绳子滑落，方便随时装卸。作者认为，
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青铜齿轮零件，不
仅是中国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棘轮构件，而
且堪称“世界棘轮结构之父”。可以说，这在中
国乃至世界古代科技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从书中涉及的人群来看，不同等
级、身份的人均有提及，上至像隋炀帝这样
的一代天子，下到平民百姓，基本做到了学
术界积极倡导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考
古学目标。

参加新书发布活动时，有人问我：对大
众而言，考古很迷人，又很神秘，总能给大众
带来一种好奇心，但是普通人想接触，似乎

又是触不可得，我们可以怎样提升大众
对考古的进一步认识；考古对大众触不
可得，那么会不会降低大众关注度，怎样
提高大众对考古的兴趣。我的回答是：一
是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包括微信、微
博、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方式，比如不久
前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汇报直播，去年的
三星堆田野考古发掘现场直播；还有电
视、报纸、广播、考古公开课等传统媒体
的传播。二是读万卷书。加强中小学历史
课程中有关考古知识及相关书目的介
绍，积极组织考古专家、学者编写一些考
古方面的科普书，向社会大众普及考古
知识，就像这次推出的《考古都挖了点
啥》这类书籍。三是行万里路，如参观博
物馆，特别是像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
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等考古发掘

品收藏较多的博物馆。部分博物馆还实现了
从“触不可得”到“触手可及”的转变，中国考
古博物馆展出的碎陶片，可以让观众通过展
柜上层的小洞触摸到，效果甚佳。还可以组
织开展古遗址古墓葬的现场参观考察活动。

在此书的封底上印有李伯谦、王双怀、
孟宪实、许宏四位考古、历史学者的推荐语。其
中，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作
为从事考古工作多年的文物工作者，能够为大
众提供一些通俗易懂的考古知识，这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本普及读物为大家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资料和通俗易懂的知识，希望
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这类读物出现。”许宏先生
接地气儿的点评说得很实在：“商春芳女士等
人这套书，考古人说考古事儿，说了个明白。她
打通了行里行外，带大家看门道不必说，却也
不乏‘热闹’之处。考古挖出的那些东西连同其
来龙去脉，被作者上挂下联，娓娓道来。生动而
靠谱，我以为是这书的最大亮点。”

老子云：“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
繁。”《考古都挖了点啥》能够做到化繁为简，
深入浅出，成为考古学界与社会大众之间沟
通的一座金桥，实属不易。综上所述，该书既
在资料收集方面有相当大的广度，也在论述
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度，可以说是一套显示扎
实考古功底的优秀科普读物，值得向社会上
的广大读者大力推荐。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

《考古都挖了点啥》
作者：商春芳 王建国 王鹏杰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再耕的收获
——《天津旧石器考古新发现与研究（2015~2019）》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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