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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打破了
“中原中心论”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红山文化尤其
是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尤其是红山文化
晚期的牛河梁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形
成过程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西方的文明“三要素”
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原生文明之一，
也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
华文明”这四个字常常提及并被使用，但很
多人会有疑问：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儿，是
什么时间开启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设
立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既然要解答

“中华文明”的诸多问题，那么，判定文明形
成的标准就很重要了。西方学术界比较流
行的判定文明标准的“三要素”，即冶金术、
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这对中华文明
是否适用？

话
题1

王巍：准确地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主要是为了解答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
中华文明是什么时间形成的？第二个，
中华文明是怎样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
过程？第三个，中华文明以中原王朝为
引领的历史格局是何时且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格局？从工程立项
开始，这个关乎中华文明的工程已经有
整整 20 个年头了。实际上，在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立项之前，或者作为探源工程
前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创了多学
科结合研究重大问题的机制，意义非比
寻常。

关 于 文 明 的 判 定 标 准 ，是 个 好 问
题，这也是一些公众存在模糊认识的地
方。首先我想说的是，文明是人类文化
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西方学术界认
为的这“三要素”并不是全世界通用标
准。比如说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
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是没有使用
文字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
上的图案也没有被认可为文字，所以说

“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
对标准。

“中国方案”基本适用
世界其他原生文明

既然西方学术界关于界定文明的这
“三要素”并不是绝对的标准，那么，认定我
们中华文明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又
是从哪里提炼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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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这也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在国内不
同史前考古遗址，比如浙江良渚、山西陶
寺、陕西石峁等都邑性遗址考古中发现
并总结了一套认定标准，这被我们叫作

“中国方案”。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标准
也基本符合全世界其他原生文明。

“中国方案”认定的标准包括：第
一，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形成区域中
心并逐步发展为早期城市。第二，制
作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
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
为权贵阶层控制。第三，出现了脱离
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
出现严重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
同的阶级。第四，出现了掌握军事指
挥权与信仰祭祀权的王者，以及为王
营建的都邑、王居住的宫殿、埋葬王和
权贵阶层的高等级墓葬。第五，出 现
彰 显 权 贵 阶 层 身 份 的 礼 器 和 礼 制 。
第 六 ，战 争 和 暴 力 成 为 社 会 常 态 ，出
现 一 部 分 人 对 另 一 部 分 人 的 剥 削 和
奴 役 的 现 象 ，贵 族 墓 中 出 现 人 殉 ，或
用人为宫殿奠基。第七，形成由王控
制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结合、依靠社会
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区域政体——
早期国家。

红山文化位于广袤的西辽河流域。这个距今

五六千年的史前文明，在其晚期迎来了“中华文明

的曙光”。发掘出土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的牛

河梁遗址位于我省朝阳地区。这处以山梁命名的

遗址，处于红山文化顶峰时期，而且它所揭示的礼

制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礼”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

同时，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及发掘，还对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具有推动作用，并引起了学术界对区域文

化多样性的深刻思考。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个维度

来说，红山文化的作用都举足轻重。

核心提示
话
题4

王巍：我本人一直高度关注红山文化
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就探源工程而言，它的出现，
在上个世纪促使了学术界对国内各区域
文明化进程的思考。具有独特性的红山
文化，一方面打破了当时中华文明起源的

“中原中心论”，让国内学界意识到中华文
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另一方
面又让学术界意识到文明模式存在多样
性，各区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应该说，
这个意识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于国内其他考古学
文化，红山文化是具有独特性的，正是这
个独特性，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独特性
包括红山文化具有的浓厚神权色彩，牛河
梁遗址形成了信仰的中心；包括玉龙、玉
凤、玉人等在内的红山玉器所反映出来的
琢玉技艺，在 5000 多年前是领先其他区
域的；再比如红山文化对长江中下游、对
黄河中下游文化的影响，等等，这些都值
得关注与深入研究。

我希望对红山文化尤其是牛河梁遗
址加大考古基础工作力度。目前牛河梁
遗址乃至辽河流域还没有发现大型的中心
聚落址，但已经发掘出土了一批高等级的
积石冢，且通过积石冢的规模、随葬玉器数
量等可以判断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阶
层分化。通过这些墓葬可以推断，如果发
现了大型中心聚落址，它也应该是呈现阶
层分化状态的。需要说明的是，牛河梁遗
址所在的辽河流域会不会最终发现大型
中心聚落址，还是说会发现具有红山文化
自己特点的聚落址，这一切都无法提前预
估，要以科学的考古发掘为准。

郭大顺：包括牛河梁遗址在内的红山
文化的意义是多重的。正是因为红山文
化中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才在国内引起了
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大讨论。我们也
可以说，因为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推动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项重要工作。同时，
红山文化还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礼”的
源头。“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地位我们自不必多说，但是备受儒家推崇
的“礼”，它的源头在哪里，可以到红山文
化里去寻找。

具体来讲，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
解读。首先是红山玉器这个层面。大家
都知道，在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
的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只随葬玉器。红
山文化把玉器作为几乎唯一的随葬品而
不葬或基本不葬陶石器的习俗，我们称
为“唯玉为葬”，这显然是一种很特殊的
社会文化现象。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主
要标志是反映人与人关系变革的礼制的
出现，而玉器是最早的礼器。国学大师
王国维解释“礼”这个字时，说“象二玉在
器之形”，又说创造“礼”时，有“以玉事
神”的含义。这样说来，先人在造字的时
候，就已经表明了“礼”与玉的密切关
系。这其中，红山文化把玉器作为唯一
随葬品就是“礼”的最初本意。从这个角
度 看 ，红 山 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

“礼”的源头。
其次是建筑格局这个层面。红山文

化草帽山遗址、半拉山遗址、东山嘴遗址
和牛河梁遗址等都有一个共同的布局，
即除了墓葬外，都有庙或者坛。它们的布
局形成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
在南。祭坛最标准的是坛基起三层。这
种三层起坛、沿中轴线南北布局的建筑格
局，连同北庙南坛、敬天法祖的传统，是从
红山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在几千
年的时间里，“北庙南坛”的布局一直保持
不变。用考古学泰斗苏秉琦的话说，“发
生在距今 5000 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
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
是个奇迹。”

郭大顺：红山文化遗址的最早发
现距今已有 100 多年了。当时，瑞典地
质学家安特生受聘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
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工
作。1921年6月，他在当时的锦西县（今
天的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中发现了
与红山文化有关的遗存。这一发现初步
奠定了红山文化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
的重要地位。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家
尹达为红山文化定名，之后不久的1956
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开始对位于内蒙古
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进行实习发掘，第一次
正式使用“红山文化”的名字。

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很广，覆盖了辽
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的三
省（自治区）相邻的一大块地带。其中，
位于我省朝阳市的牛河梁遗址处于红
山文化晚期，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
地方。

20世纪80年代初，辽西地区开始进
行文物普查，这本来是红山文化发现
和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却成为
推动红山文化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
因。在这次普查之前，红山文化遗
址在赤峰地区知道的比较多，即
使这样，也不过十几处。当时

我们在辽西地区掌握的确切遗址也不超
过5处，而在这次普查中发现了上百处红
山文化遗址。在内蒙古敖汉旗发现500
多处。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等都是
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可以说，这次普
查为了解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形态提供了
珍贵资料。普查后期就开始了正式发掘
工作，这些发掘成果可以用“石破天惊”
来形容。比如说，在位于喀左的东山嘴
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陶塑人像、玉器和
非实用陶器，这说明，“东山嘴”是一处具

有祭祀功能的遗址，这也是在红山文化
区内首次发现的祭祀址。

后来，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牛河梁
遗址的发掘了。在这处遗址里，我们接二
连三地发现了积石冢和玉熊龙等玉器，
还有更为重要的女神庙和女神头像。牛
河梁遗址已经发掘了40年，考古人现在
仍然扎根在考古遗址发掘现场，凭借着
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态度在开展工
作。可以说，红山文化的研究成果正是一
代代考古人多年坚持不懈的结果。

“牛河梁”
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证明了红山文化尤其是晚期的牛河梁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化传统形
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经过了怎样的历程？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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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
展综合研究”，2001年年底正式立项，是继国家“九五”重
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
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
科研项目。

经过参加工程的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共同努
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中华文明起
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
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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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上）

牛河梁遗址发掘现场牛河梁遗址发掘现场。。
牛河梁遗址出

土的红山女神头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