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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五帝存在吗？他们分别对应什
么类型的考古文化？对此，中国考古学会常
务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
大顺做过深入研究。

郭大顺认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是存在
的，他们是我国历史上古国向方国过渡时期
的领袖人物。其前期频繁接触的代表集团主
要是黄帝、炎帝、蚩尤。这从古史和考古发掘
中都能找到证据。

五帝时代，由于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
矛盾日益尖锐，部落集团之间的相侵和讨伐
经常发生。《史记》中记载黄帝和炎帝、黄帝与
蚩尤的两次大战都发生在今天的桑干河流
域。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
卫”。这是北方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生活习
俗的写照。此外，黄帝率兵与炎帝作战的“熊
罴貔貅貙虎”，也是黄帝部族内以野兽为图腾
的诸部落的名称，它们都具有典型的北方民
族色彩。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把史前考古发现与
古史传说相结合后认为，黄帝主要活动中心
在北方，炎帝在中原，蚩尤在东方，分别对应
的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以渔猎经济为主
的黄帝集团；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以粟作农
业为主的神农氏华族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和
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虞夏
集团。据此，苏秉琦提出：“红山文化的时空
框架，只有黄帝时期与之相符。”

郭大顺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史记》
所记载的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是仰韶文
化与红山文化南北交汇的反映；黄帝与蚩尤
之间的战争，则与东方大汶口文化和小河沿
文化（晚于红山文化）之间的交汇有关。这两
次战争的所在地正在桑干河流域南北文化交
汇点上。

在采访中，郭大顺曾这样说：“五帝时代是
中国、中华民族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奠
基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族属、不同
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因文化交汇
不断组合、重组而汇聚于一体，并为夏、商、周
三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中华文明历
经数千年连绵不绝的根源所在。”

红山文化与黄帝
本报记者 吴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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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春天，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
16 地点 4 号中心大墓出土了一件玉人，引
起考古学家的关注。考古学家马上联想到
了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将两
地出土的玉人放在一起比较后，考古学家
有了惊人的发现，两地玉人之间在形态上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双臂弯曲紧贴上
身，双手张开捂在胸前，做祈祷状。在制作
工艺上，两地玉人也如出一辙。

同时，两地出土的玉璧、玉龙、双联璧、
箍形器、玉龟、玉鹰等文物从形制到制作工
艺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相距如此遥远的两地，为何有这么多
的相似之处呢？

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是距今 5300
年左右的南北两大考古文化代表。红山文
化位于西辽河流域和燕山以北、大凌河流
域，凌家滩文化远在南方巢湖流域，两地直
线距离达1500公里，更何况两地之间山高
水长，一条黄河拦在中间。5300年前的古

人，是如何跋山涉水完成相互交流的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出席首

届红山文化论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李新伟认为，两地高
度一致的玉器大量存在，暗示两地近似的
原始宇宙观和相同的宗教观，表明这两个
文化的社会上层曾发生交流。

李新伟特别指出，在中国的史前社会，
社会（部落）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
重要形式之一。

这一时期，各地社会（部落）上层为获
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
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
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
网络。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
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
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
粹。李新伟推测，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大
墓的墓主人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
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的社

会上层，不惧险阻，千里远行。这样的交
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相契合的
大中国文化圈和文化共同体，考古学家张
光直将这个共同体称为“中国相互作用
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
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
格局。

“通过考古资料辨识的只是当时交流
内容的一小部分，实际发生的交流要更为
广泛和深入，超过我们的想象。”李新伟说。

现代的生物技术研究也验证了李新伟
的推测。考古学家通过对世界各地采集到
的不同人种的DNA样本分析发现，一些地
区人类祖先的迁徙路线超乎想象。比如，
东亚人能够越过大洋到达澳大利亚。李新
伟认为，古人不仅迁徙速度快，而且活动范
围大，交往频繁，大大超过我们的估计。
这也证明，5300年前的红山先民完全有能
力通过远距离的跋涉，抵达凌家滩，从而有
了形态上高度一致的玉礼器的出现。

部落上层互访，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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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距今 4000 年到 3500 年之
间，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消失了，成为一个
文化之谜。对此，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认
为，北方气候逐步干旱和南方洪水肆虐，导
致红山文化被迫向南迁徙，良渚文化被迫
北上，纷纷向更加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的
中原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
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的衰退甚至消亡以及
北方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都跟5000年前
的这次气候异常有关。这次气候异常成为
中华文明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郭大顺解释，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入
主中原的关键证据集中体现在位于黄河中
游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继 1979 年
考古工作者在河北三关遗址发现具有仰韶
文化玫瑰花图案陶器与红山文化龙鳞纹陶
罐共出的现象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陶寺
遗址发现了具有红山文化特点的朱绘龙鳞
纹陶盘和外方内圆的玉璧。与此同时，考
古人员在河北张家口蔚县、阳原、涿鹿等地
先后发现不同阶段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
为距今 5000 年到 4000 年前红山先民曾经
来到涿鹿、入主中原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线
索。郭大顺说：“这几个遗址正好形成清晰
的路线图，为红山文化步入中原提供了更

加有力的证据。”
良渚文化北上进军中原的典型证据同

样在陶寺遗址中可以找到。陶寺遗址大墓
中出土了在良渚文明中代表持有者身份的
特殊器具——玉琮、玉璧，还有良渚文化的
石推刀。

“这种由四周向中原汇聚的态势，反映
了距今5000年前后，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诸
多部落集团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先是由北
向南，以南北交汇为主，继而东南与西北交
汇，以东方和东南方影响中原为主，这是中
国古史上的第一次‘逐鹿中原’。”郭大顺说。

王巍指出，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中
华文明起源史上都处于“先走一步”的先导
地位，并先后入主中原，对中华大地在距今
5000年前后大致同时跨进文明时代，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

“纵观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史，可以看
出，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文化如何变化，文
化的基因始终存在并发挥着核心作用。”王
巍表示，通过位于中原的陶寺遗址可以看
出，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的早期文明之间
不是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而是相互学
习借鉴吸收，形成一个联系比较紧密的文
化圈。“这个圈就是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
明的基础。”王巍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郭大顺提供）

气候异常，使得红山良渚两大文化迁移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迁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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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同样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
象，5300 年前后曾经发达的凌家滩文化，
只存在了 300 年就神秘消失了，他们去了
哪里？

就在凌家滩文化突然衰落的同时，另
一支强大的文化——良渚文化在太湖流域
勃然兴起。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认
为，中国新石器文明最高的成就和最后的
辉煌在良渚。“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年代
早于良渚遗址，且在年代上前后相接，它正
是良渚文明的前奏。”赵晔说，这从良渚遗
址众多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中就能看出端
倪，兽面纹、玉冠饰、玉器等高度一致。

对凌家滩文化突然消失的原因，学术
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战争，二是洪水。

面对重大灾难，为了保存种族，凌家滩
先民更可能分成几支，一部分逆江而上进
入中原，融入中原文明，一部分沿江而下来
到太湖流域，开启良渚文化。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
中也找到红山文化因素。赵晔介
绍，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兽面纹
极有可能由红山文化的玉雕龙的
兽面玉牌发展而来，部分良渚文化
的玉器与红山玉器造型非常相似，
如良渚文化的龙首环、龙首玦与红
山文化的玉龙极为相似。此外，良
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相似器物还有龟、
珠、鸟、管、环、璧、磺、串、鱼等玉器造
像及玉人像。在雕琢玉器工艺方面，良渚
玉雕与红山玉器工艺也具有一致性。另
外，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在墓葬形式上也
有共同之处。比如二者都已具备高规格的
文化中心。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以“女
神庙”为中心，诸多积石冢分布在其周围的
山梁顶部，冢内出土了大量玉器，多个遗址
围绕女神庙密集分布，形成了红山文化祭
祀中心。良渚文化则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
区域，四周是出土大量玉器的遗址。莫角
山是一个台型城址，其中一片面积大的夯
土应是宫殿的地基，北距莫角山 200 米处
有一座建成的贵族坟山。

据此，专家认为，红山文化曾一路南
下，顺着渤海湾，沿着海岸线，经由河北、
山东、浙江，向西抵达安徽、湖北、四川，
深远的影响直至夏商时代。文化通道的
存在，让红山文明翻越崇山峻岭抵达长
江中下游，通过文化的多元和融合影响
了凌家滩文化，最终滋养了良渚文明的
发展与辉煌。

红山文化
滋养了良渚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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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玉龙

凌家滩文化玉龙 良渚文化玉龙

陶寺出土的具有红
山文化特征的龙纹盘

玉璧
上图为陶寺出土
下图为牛河梁出土

玉琮
上图为陶寺出土
下图为良渚出土

石推刀
上图为陶寺出土
下图为良渚出土

玉人
上图为凌家滩出土
下图为牛河梁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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