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为什么关注历史？首先是因
为好奇心。而且，了解历史也是理解现
在，理解现在则是为了更好的未来。”8
月12日下午，名人大讲堂“古蜀文明季”
在成都阿来书房正式开启。首场讲座
邀请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考古学家赵辉教
授。他以《古国时代——中国文明起源
和早期发展》为题，讲述史前中华大地
从松散到凝聚的运动发展图景，帮助线
上线下的听众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
期演进过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随着一个人类史前遗址被发现，一
连串的问题往往随之而来：这个地方当
时生活着什么样的人，是务农还是从事
手工业？成员之间彼此平等还是有着贫
富、阶层差别？权力是如何运转的？由
于时间久远，缺乏文字记录，要想全面复
原史前社会非常困难。考古学家们像侦
探一样，以遗址、文物作为线索，动用科
技、逻辑、数据、常识以及必要的想象力，
努力侦破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秘密，尽力
接近复原最初的社会场景。

自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
启动以来，考古工作者用层出不穷的考
古发现，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曾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的赵
辉教授，数十年来行走于田野之中，投身
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
成绩卓著。

从“自然聚落群”到“古国”
国家是文明出现的核心标志

从因血缘自然形成的群落到万邦林
立、满天星斗的“古国”，再到有着强大权
力中心的“王国”，这中间是怎样的过
程？在本场讲座中，赵辉教授旁征博引，
引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
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四川新津宝墩
古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重要
遗址案例，对“古国”“王国”“国家”“文
明”等概念之间的演进，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

什么是“古国”？又是什么时候产生
的？赵辉教授提到，在考古学界，“古国”
的说法由来已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

专家们采纳了前辈学者们关于“古国”的
概念，并正式把中国史前历史划分出一
个“古国”时代，用以指夏商周三代之前，
年代范围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
前1800年，即新石器时代的最后1500
年。“古国是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关键。
古国的产生代表着历史开启了文明化进
程加速度发展，也是史前社会的新阶
段。”赵辉教授说。

考古发现，大约1万年前中国大地
上出现了农业，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
农业文化区。在适合农业的环境中自然
而然地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群落（或被
称作聚落群）。随着农业持续的稳定生
产，社会财富逐渐积累、人口数量增加，
开始带来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进而产生
了执行律法的权力中心与中心聚落。“中
心聚落的出现，意味着原来的自然群落
内部出现了不平等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内
容，聚落群也逐渐被整合成一个整体，成
为更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
古国。而古国的出现，意味着史前社会
生活中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政治’内容，
社会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赵辉

教授说。
古国时代，在各方力量兼并整合过

程中，出现了一个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
分布在今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其中最
大遗址是位于杭州西面的良渚古城。考
古研究表明，良渚古城可能在当时直接
控制了2000平方公里的范围。良渚的
农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存在显著的阶
级分化，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的城市，尤其是存在强制性的公共权
力中心。综合以上因素，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的学者们判断良渚文化已经发展到

“国家”阶段，打破了此前国外学界关于
中国文明起始的普遍观点——认为中国
最早的文明始于商代。关于良渚文化进
入“国家”阶段的判断，随着2018年良渚
申遗成功，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
遍认可。”

赵辉教授提醒，不同学者对“文明”
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从考古学角度
来说，人类发展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
文明时代，文明的出现就是以国家为核
心标志。”

了解历史演进的复杂性
有助于更深理解自己

良渚文化之后，中国古代社会又迎
来了新的变化。由于新的生产力要素的
传入：冶金技术得以进步，农作物和家畜
种类不断丰富，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发
展。由此，中原文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由于诸多原因，促成了这个时期的
中原就像一个大型的蓄水池，把四面八方
好的经验，经过搅拌重新组装、慢慢形成
自己的一套东西，由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
历史趋势，奠定了一个基础。中原文明大
概吸收了很多先进的经验，然后摸索出适
合自己发展的一套办法。比如说，在此时
期的中原文明遗址，看不到像良渚那么浓
重的宗教气氛。”赵辉教授分析说。

时间到了公元前1800年，中原文明
在洛阳盆地结出一个果实，出现了二里
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发现有非常高
级的随葬品，其都城体系庞大复杂，大
型宫殿依据中轴线布局。与良渚文化
浓厚的宗教氛围不同，二里头文化的铜
礼器用来表现的是社会等级，更具有世
俗社会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二里头的
政治思想或者行为理念等等传播到了
四面八方，北方地区、长江流域甚至更
大范围，均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它胸怀大
志，有了包罗天下的气象。这意味着中
国文明由古国时代迈入了王国时代。”赵
辉教授说。

他提醒大家注意，在中国这么广阔
的地理范围里面，不同的地方，文明发展
并不总是同步的，“总之不是线性的过
程，而是各种文化兴衰交替、此起彼伏。
但总体还有一个最根本的相同之处——
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村落基础之上，朝着
国家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曲折复杂和波
澜壮阔的过程。”

在讲座最后，赵辉教授说，明白中国
历史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意义重大，

“有助于深刻理解自己所处的东方独特
的历史发展特征。更深理解自己，也有
利于更好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8月12日，赵辉教授在成都阿来书房带来名人大讲堂“古蜀文明季”首场讲座。
摄影 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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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国”林立到“王国”产生
考古学家赵辉深析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

名家会客厅·对谈
“探源工程是需要长期进行的一件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于
2002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如何诠释“何以中国”？当今学者为何
要进行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
相关研究？赵辉教授做客“名家会客
厅”逐一解答。

“为什么要关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
早期发展问题，我觉得从最浅表的层次
来说，就是人们为什么关注历史？首先，
人类对自己的过去是有好奇心的，这是
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层次，其中就包括
文明起源在内的问题。”赵辉教授表示，
对于一些人来说，光有好奇心是不够的，
于是有了另一个层次，就是还需通过研
究，总结历史是怎么演进的，并梳理历史
发展的过程与逻辑。

赵辉教授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和
早期发展也是世界文明起源和早期发
展的组成部分。“了解历史就是理解现
在；理解现在是为了未来找到合理的

发展道路。这是第三个层次，当然这
个层次就更高了，这就是历史学所要
研究的。”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
2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用层出不穷的考

古发现，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而赵辉教授曾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
专家，数十年来行走于田野之中，投身于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现
场，赵辉教授谈到，早在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启动之前，中国学术界就已有对中华
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田野考
古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比如我们在甘
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发
现了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那样规模
宏大的坛庙冢；还有良渚大墓的发现
等，促使中国考古学界开始重点关注中
华文明起源。”在赵辉教授看来，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已走过了22年，进行到
了第五期项目。“可我们接触到的还是
皮毛，因此这是需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一
件事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摄影雷远东

赵辉教授做客“名家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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