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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利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辅之以出土与传世文献及相关学科的材料，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
点，系统地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
全书既有宏阔的视野，又不乏细致入微的观察，小到二里头王都内遗迹遗物的描述，大到对全球文明
史总体框架，以及距今万年以来的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历程的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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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石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石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考石系教授，中国考石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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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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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解题——[中国]的由来　什么是[中国]？
　看看文献怎么说　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国]指向洛阳盆地开创纪元——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　
“满天星斗”的英雄时代　文明时代的三大台阶：邦国、王国与帝国　“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时代　
一点一面：最早[中国]的两大特质全球视野——中国文明兴起的世界背景　六大文明，影响世界历史
的两大体系　[旧大陆]的大河文明　还有学者认为，爱琴海也是一大发祥地　文明古国异同观　全球
文明史中的中国文明　历史清晰度：另一视角的比较　为什么早期中国的纪年不确切寻梦之旅——发
现与研究历程　由已知推未知的探索　徐旭生寻[夏墟]找到二里头　半个世纪的巨大收获雾里看花—
—都邑的王朝归属之谜　文献记载的早期王朝史可信吗　王系的疑窦　[古史辨]扫荡传统古史　现代
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　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　研究史的启示地灵中原——[第一王都]的诞生
背景　东方[大两河流域]：农业起源的温床　中原：重瓣花朵中的花心　四方辐辏的交通战略要地　
两大农业区的交汇带　两大自然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　洛阳盆地：形胜甲天下的[地理王国]　二里头
：[文化杂交]的硕果王都气派——城市规划的先端　绝妙的都邑选址　二里头的今昔：聚落演变大势
扫描　人口高度集中的超大型都邑　都邑的复杂化与功能分区　中心区的路网系统　大[十字路口]的
发现　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建中立极——宫廷礼制的形成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想]出来的宫城　
中轴线规划的官室建筑群　中庭可容万人的朝堂建筑　规模浩大的[凝聚力工程]　宏伟的宫城南大门
　东路建筑群：宗庙与祭祖场所？
　宫室建筑的[营造法式]　早期宫室的冰山一角　[朝廷]与[礼制]的形成国之大事——祭祀与战争　祭
祀遗存区的发现　礼器：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　从陶酒器到铜酒器　陶鬶与[鸡彝]　第一青铜酒器爵
的发明　从祭玉到礼玉　东风西渐：大型有刃玉礼器群　柄形器之谜　昭示等级秩序的玉器　无乐不
成礼：乐器一瞥　有骨无甲的占卜习爷　中国最早的礼兵器　钺·军事统帅权·王权　小箭头的大启
示都邑社会——人口构成与层级文明气象——世界管窥巧夺天工——官营手工业的高度城市民生——
经济生活举隅海纳百川——对外交流的兴盛强势辐射——[中国]世界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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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解题——[中国]的由来　　什么是[中国]？
　　做学问最讲究概念的准确。
要讲清楚最早的“中国”是怎么来的，先要与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中国”一词的来龙去脉。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
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
标志的。
“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
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
“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A；现在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
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
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应当指出的是，早期国家在空间上是由若干“点”组成的，这些不同等级的聚居点以中心城市为
中心形成统治网络，现代观念中划定边境线的国界的概念，那时还不存在。
最早的“中国”也仅是指在群雄竞起的过程中兴起的王国都城，以及以都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实体所
处的地域，尤其是它的中心区域。
其后，随着东亚大陆由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随着历代王朝政治版图的扩大，“中国”一词作为地
域、文化和政治疆域概念，它的内涵也经历了不断扩大和变化的过程。
同时，它的由来也逐渐不为人知，人们往往知“中国”而不知最早的“中国”在何处，它是如何崛起
的，又有过怎样的辉煌。
　　看看文献怎么说　　由上述分析可知，最早的“中国”应当就是最早的王朝都城和它附近的京畿
地区。
在古典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
《尚书?梓材》是周公教导他的弟弟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告之词。
其中“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即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的先王治理。
这里的“中国”应指关中至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
而《诗?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中国”则与“京师”同
意。
殷墟甲骨文中也有“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带有文化本位色彩的、对本朝王都的自称，
其含义应与西周时代的“中国”相当。
　　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国”指向洛阳盆地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
青铜器“何尊”的铭文。
这一国宝级的重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
长达122字的铭文讲到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就有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曾祭告上天说：“余其宅兹中国，
自之薛（乂）民”，意欲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
这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史记?周本纪》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引用周公的话，认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
　　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
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
司马迁的《史记》中即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史记?封禅书》）；其后，又有东汉、
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代在此营建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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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其中，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
　　开创纪元——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
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时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
商王朝时期。
著名的“二里头文化”即由此而得名。
　　如果我们把视野在时空两个方面放得更远的话，就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在华夏文明史上
的位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满天星斗”的英雄时代　　在东亚大陆，从大体平等的史前社会到阶层分化、国家形成的文明
社会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在广袤的黄河、长江流
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
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它称为“龙
山时代”（约相当于公元前3000～2000年左右）。
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
文化相衔接。
　　这些小的社会组织在古文献中被称为“万邦”（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或
“万国”（如《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应当就是早期国家，也有的学者称其为族邦，或认为它们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
指的“酋邦”（Chiefdom），换言之还到不了国家的水平。
这些名实之辩作为学术问题还会持续下去，但它们已属于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却是大家都同意的。
那时还没有出现跨越广大地域的强势核心文化，天下形势可以用“群雄竞起”或“满天星斗”来形容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有人把这一风起云涌的时代形容为中国的英雄时代，那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文明时代的三大台阶：邦国、王国与帝国　　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众多小的政治实体并存竞争
的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也有人称为“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等，意思大致相近
，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
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
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实体因兼并而从多到少乃至归一，而中心王朝的统治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
史载禹时万国，周初三千，春秋八百，战国七雄，至秦汉一统为帝国。
与社会组织——国家的由多变少相对应，其权力中心——都邑则由小变大，有一个从中心聚落到小国
之都、王国之都直至膨胀为帝国之都的过程。
　　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王国即早期王朝的诞生。
这时的社会多个层次并存，既有地处中原的王国，也有周边的邦国（它们与王国有从属、半从属或同
盟的关系，有的时服时叛。
相对于中央王国，它们或可称为“方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酋邦一类“复杂社会”，甚至平
等的氏族部落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较邦国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王国中可能还包含着方国等政治实体，因此也可
以通俗地被形容为“国上之国”。
因此，包含“中央”、“中心”、“王都”、“京畿”等含意在内的“中国”的概念，也就不可能上
溯到小国寡民的“邦国时代”，它应当是与最早的王朝，也即“中央王国”同时出现的。
　　最近，瑞典东方古物博物馆推出的以中国史前彩陶为中心的展览，名为《中国之前的中国》
（China before China）。
这一展名的含义是“借以展示生活在今日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远古人们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力，这是
发生在中国这个国家成立或说定了名称数千年之前的事”。
这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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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考古发现看，属于“邦国时代”的龙山时代，城址林立。
据初步统计，在后来二里头文化兴起的黄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即达10余座，面积一般
在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
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随着面积逾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都邑——二里头的崛起，各地的城址相继废毁
，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应是中原地区从邦国时代迈入王国时代的真实写照。
　　“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时代　　随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
”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时期。
龙山时代并存共立、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
了较为强烈的反差。
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断裂”现象在中原腹地的嵩山周围虽然也存在但却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
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
——王朝文化。
这匹一鸣惊人的黑马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文化格局。
　　当然，这并不是说“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状况就此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呈现出多元的
文化态势。
但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
的标志性文化。
由于二里头文化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我们称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为“二里头时代”（目前的考古学
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
确立。
这里仍暂时依照考古学的惯例，用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这一时代）。
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
是最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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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老而神秘的青铜器何尊上，最早出现了“中国”二字。
其实，早在西周王朝建立前数百年，“最早的中国”已开始展开她广袤而悠长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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