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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是“土生土长”，还是受到外来文明的强烈影响？著名的二里头文化究竟姓
“夏”还是姓“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资深考古学者许宏，曾担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20年，在关于中国“早期文明”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效探索和研
究心得。

许宏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与早期文明的考古研究，除在学术圈深有影响力外，还
善于面向大众进行考古知识科普，著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合为

“解读早期中国”丛书）等作品，被广大有考古兴趣的读者喜爱，产生“出圈”效果。

“追溯早期中国及其缘起的脉络”

2022年 4月，许宏的新书《溯源中
国》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溯源中
国”的含义，许宏本人解释就是“追溯
早期中国及其缘起的脉络”。在书中，
他以考古学视角，客观严谨地阐释了
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早期中国形成、发
展，以及在世界文明中不断演变的过
程。书中配有彩图、线图、说明表多
幅，既专业又具有可读性。读者从中
不仅可以了解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
感知早期中国的独特魅力，还能深入
了解许宏在“早期中国”这个领域探索
的心路历程和思考所得。

《溯源中国》中收录19篇文章，写
于新世纪以来的20年间，其中一半以上
是5年来的新作。许宏在后记中透露：

“虽然其中若干篇的写作时间较早，但
尚无因时间推移而需改动结论的。只
是学界对各相关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
的认识在过去20年间又深化了许多，为
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面貌，编辑过程中

未做较大的修订加注，特在文前增列
《本书涉及的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与
分布》一表，读者可据此把握目前对相关
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的最新认识。”

在“寻踪”版块中，收入《“连续”中的
“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
成过程的思考》《从仰韶到齐家——东亚
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礼制遗
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公元前2000年：
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前中国时
代与“中国”的初兴》《二里头与中原中
心的形成》《二里头都邑的两次礼制大
变革》《宫室建筑与中原国家文明的形
成》《中国古都的恒与变——以早期城郭
布局为中心》等文章；在“论理”版块，收
入了《三代文明与青铜时代考古——以
概念和时空流变为中心》《商文明：中国

“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论“青
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 》等文章。

“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

近几年，随着大众对考古关注度和
好奇心的提升，一线考古学者也经常被

问到一些热度较高的问题。在书中，许
宏谈到“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
明”的问题，“这是我们圈的同事最懒得
回答的问题。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
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
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
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
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
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
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许宏写道：“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
问，它在时时地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
既有的认知。随着这批发掘资料的全面
公布，又一个研究热潮即将掀起。我们
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开门式的大发
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
问题。悲观点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
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要怀着最大限度
迫近历史真实的执着。”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蒋瑞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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