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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科学研究证明，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类经过了漫长的

3000—5000 万年的历史。人类从原始蒙昧人、野蛮人进化

为文明人有数百万年的历史。文明人以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为起点，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以人类的文字发明和

使用为标志，进入了文明时代。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援用这一提法，提出文明时代是随着劳

动分工与生产领域的扩大，而出现真正工业与艺术时期的。

在文明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始终影响着后世直到今

天的破天荒时期。这个时期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著作中称作文明的“轴心时代”。

什么是轴心时代？雅斯贝斯认为 ：在公元前 500 年

前后，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

的思想家即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老子、孔子，印

度释迦牟尼，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等。他们针对人类的

关切问题提出了独到看法，并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即现

今的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非文化、中东北非文化（阿拉

伯文化）。这些文化传统经过 200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

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雅斯贝斯指出 ：人类一直靠轴心

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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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

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着精神动

力。

遗憾的是，轴心时代的人类四大文化传统，除了东亚

的中国文化传统，其余三大文化传统在历史进程中都发生

了断裂，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几千年来长期地延绵不断

地存续到今天，是世界上罕见的具有千古不磨的强大生命

力的伟大文化传统。历史实践证明，并不是上帝特别垂青

于东方的中国，而是这里有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其海

纳百川的胸怀、坚忍不拔的意志、勤劳勇敢的精神、不屈

不挠的斗争，维系着、维护着、弘扬着、发展着这一伟大的

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以其恢宏的气度和强大的凝聚力挺

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本文将概括地介绍中华文明在黄河金三角区域的摇

篮中产生的悠久历史渊源及其传承发展，以及中华文明具

有普遍价值的精华成分，从而为创新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借鉴。

1. 文化溯源

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生命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要探寻追溯它生命力的源泉和文明生发的祖根，我们不能

不从时空的广角聚焦于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

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标示出中

华文化发端的多元一体特征。考古家、历史家公认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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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中华大地上远古以来存在着六大文化区系，一是以燕

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二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三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四是以环太湖为

中心的东南沿海，五是以环洞庭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

部，六是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正是以这六

大区系的远古文化碰撞、冲突、交融、汇合、互动凝聚为多

元一体的灿烂中华文明，世世代代哺育着中华民族发展壮

大，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和平力量。

通过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整体宏观把握和内在构

成的具体剖析研究，不能不承认中华文明的精华内核、其

产生的重点地区是处于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国中原地区。

而黄河金三角即晋南、晋东南、陕西关中、豫西这一黄河

中游地带又是这一重点地区的祖根所在。考古学家苏秉琦

先生认为 ：以往“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

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

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

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黄河金三角地带这一宏大的熔炉，理所当然的是多元

中华文化凝为一体的熔化、凝练、升华、提纯的精华所在

的母体，是传统的中国文明的诞育之地。这正是雅斯贝斯

所称的轴心时代中国先秦圣贤老子、孔子等百家先秦经典

的发源地。

老子是河南苦县（即今天河南鹿邑县）人，担任过东

周王室的守藏史，充满智慧的《老子》一书显然是从金三

角地带汲取文化营养的。孔子是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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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所从何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术自称是“祖述尧舜，宪

章文武”，孔子学说是“述三王之法，明周昭之业”，即孔子

自称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尧舜、文武

与三王及周代最初活动在何处？是在黄河金三角地带，那

么儒家学说必定是从金三角地带传承过来的，更不消说，

诸子百家先贤的学说也是发源于黄河金三角这一方宝地

了。

黄河金三角地带，确定无疑地就是中国文明智慧的祖

根所在。

就像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黄河金三角，最先显现出

中华文明的绚丽光彩。

黄河金三角地带的传统文化熔炉，之所以能够产生伟

大哲人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不仅因为这

里的黄土地提供了一批文化精英的生存发展条件，更重要

的是，这里始终积淀着滋养与养育他们伟大思想的深厚博

大的历史文化土壤及渊源古老的精神营养。

伟大思想家的聪明睿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思

想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从远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思想资

源中，从思想家们亲历的社会实践中升华、提炼出来的。

就思想资源而言，黄河金三角地带远在孔子、老子等

数千年前，就生息、繁衍着中华民族的先人，是这些先人

一代接一代的长期辛勤劳作和奋斗，提供了先秦伟大思想

家所必需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基础。

曾经有一些西方思想家认为，中国先秦的文化不是中

国固有的文化，中国先秦的文明是由西方传来的，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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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一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这是一种世界文明“欧洲

中心说”的变种。这一理论一度使我们的一些国人扫兴、

惶惑从而失掉自信和自尊。

但是，不断发现的考古学成就无情地驳倒了这种毫无

科学性的谬论。

远古人类考古资料确切地表明，中国黄河金三角地带

的今山西晋南就是人类最早发源地之一。1997 年，由美国

和中国联合组成的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垣曲县发现了类人猿

“世纪曙猿”化石，表明早在 4500 万年前，这里就可能出

现了人类的远祖。

这且不论。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山西

境内就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址 272 处，数量居全国之冠。

依旧石器文化早期、中期、晚期次序排列，年代由早到晚

的代表性文化有 ：

早期——

1. 晋南芮城西侯度文化。距今 180 万年，系中国最古

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这里是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

地点就在发现“世纪曙猿”的垣曲西南百公里处。

2. 风陵渡西北匼河文化。距今 60 万年前，早于北京

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

中期——

3. 襄汾丁村文化。距今 16—20 万年前，丁村人已有

现代黄种人的形态特征。

4. 阳高许家窑文化，距今 10—12 万年前，较北京人

文化略晚。



6 山 西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晚期——

5. 朔州峙峪猎马人文化。距今 28000 年前，细小石器

为多，已有钻孔技术。

6. 沁水下川文化。距今 23000—16000 年前，有细小石

器、粗大石器两类及骨制刀、匕及石镞（标志着弓箭的发

明）。

7. 黄河东岸蒲县薛关文化。距今 13550 年前，吉县柿

子滩文化接近中石器时代。

这 7 处旧石器文化代表性遗址，形成由远古及 1 万年

前的连续性序列，反映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编年的系列，为

中国境内其他地域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提供了科学参照的坐

标。而且，有研究者认为，东亚和北美的细石器文化就源

于晋北桑干河流域。

接下来考察山西新石器文化遗址，也按早、中、晚三

期依次叙述。

早期——

1. 武乡牛鼻子湾文化。距今 8000—7000 年间，有石

磨盘、石墨棒发现，用于谷物加工，反映了农业生产成为

当时主要的经济形态。

中期——

2. 芮城东庄、夏县西阴村等文化遗址。距今 7000—

5000 年前，发现陶器极多，花纹繁复，有各类石器、箭头、

钻、骨针、纺轮，相等于仰韶文化、社会进入母系氏族社会

时期。

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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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夏县东下冯、芮城西王村与南礼教及平陆、垣曲、

石楼、太谷白燕、襄汾陶寺等。距今 5000 年左右，大约已

属于龙山文化，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特别是其中

的陶寺文化重点所在的襄汾地区，研究者认为是传说中的

唐尧故地，绝对年代在距今 4500—3900 年前。陶寺文化也

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被认为是中国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

的融合型文化（在它北部的晋中太原东太堡、太谷白燕、

汾阳杏花村与峪道河等诸龙山文化晚期形态，已明显反映

了南北交融的文化特色）。

总而言之，山西远古文化的旧石器与新石器文化序

列，呈现出从远古以来一脉相传、延绵不断的不间断特征，

为全国考古文化中所仅见。考古家苏秉琦据此认为，这里

的古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直根性，是与中华文化

同步发展的最古老的文化。

在黄河金三角的关中至豫西一线的广阔地带，远古文

化遗址星罗棋布，难以尽数。年代之早，仅次于西侯度人

的陕西蓝田县考古发现的蓝田人，在体态上已属于“晚期

直立人”范畴，由于发现于蓝田县的公主岭与陈家窝两地，

经科学测定，这两种人分别属于 100 万年和 80—75 万年

两个旧石器时代段落。足以证明，蓝田人是继西侯度人之

后中国人远祖的一支。

2. 文明曙光

远古人类社会的状况，对今人来说过于遥远，很难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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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清晰的描述。黄河金三角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带的新石器

文化作为中国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干，也正是轴心时

代中国先秦文明的渊源所在，这就是仰韶文化。黄河金三

角地带是仰韶文化与其后龙山文化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带。

在此，我们不妨追溯一下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于豫东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

而得名。但这一文化形态并不只限于渑池一地，而是呈辐

射状遍布黄河金三角地区，大致范围以中原为中心扩大到

北至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湖北西北，东至河南东部，

西到甘、青接壤地带。现已发现遗址约 1000 多处，其中较

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十余处，经科学测定，该文化年

代约为距今 5000—3000 年，属于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由于其文化面貌的差异，除上述芮城西王村

类型外，另可分为七大类型，都分布在关中至河南一线。

它们是 ：

1.	渭水中下游的西安半坡类型与临潼姜寨遗址。

2.	渭南史家类型。

3.	河南陕县之庙底沟类型以及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

址。

4.	河南荥阳之秦王寨类型。

5.	河南安阳之后冈类型。

6.	河南安阳之大司空类型。

7.	河南淅川之下王岗类型。

各个类型所处的时期，从距今 7000—5000 年的 2000

年间，每隔 500 年可以分为一期，共分为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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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仰韶文化之后，远古社会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

代表性文化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因 1928 年首先发现于

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被命名，又因此期文化中有

精美的黑陶，一度被称为黑陶文化。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

究证明，龙山文化来源不只在山东章丘，它也散布在广大

的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带，因地区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文化面

貌。在山东之外，居于黄河金三角地带的龙山文化有四种

类型。

1. 豫西的河南三门峡市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在

4900—4800 年前，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

2. 分布在河南西部、北部和东部一带的多处龙山文化

遗址。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为中原地区中国文明初

期的青铜文化，距今有 4600—4000 年左右。

3. 陕西泾渭流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距今有 4300—

4000 年。

4. 以山西襄汾陶寺为代表的分布于晋西南地区的龙

山文化。距今约 4500—3900 年之间。

陶寺文化是一支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类型，值得我们

重点介绍。陶寺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发现了很多小型房址，

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

地穴式和窑洞三种，以后两种为多。

发现的部落公共墓地，其墓葬规模和坑位密度存在差

异，大致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墓占 90%，没有木质

葬具和随葬品。

这里出土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锛、凿、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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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镞，骨质的铲、锥、镞，陶纺轮等制陶工具陶拍、陶垫

等。日用陶器质料多样，有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及夹砂褐

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多饰绳纹，晚期又有盆、罐上拍

印篮纹与少量附加的堆纹、方格纹。

大型墓出土的彩绘木器尤具特色，而且也出现了铜

器，其中一件铃形小型铜器，是红铜铸造的，含铜量为

97.8%，是中国早期铜器冶铸的实物证据。

这里的先民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已掌握了较高

的建筑和凿井技术，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饲养的家畜

有猪、狗、牛、羊，以猪为多。以整猪或猪下颌骨为大量随

葬品便是明证。制陶、制石、制骨等传统手工业已从农业

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彩绘髹饰，玉、石器镶嵌和

冶金等属于新的手工业门类。生产的多样化和专门化，使

社会产品空前丰富。

在陶寺文化中发现的特磬和鼍鼓组合，不是一般的民

用乐器，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的场所的器物，还有朱

绘龙纹盘、土鼓、玉铖，成套的朱墨漆木器，刀俎等，也具

备这样的性质。这些都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

到较高水平的产物。特别是朱绘龙盘上龙的形象，使中国

人对龙的崇拜观点，中国人称为“龙的传人”这一说法，找

到了远古历史渊源的物证。有趣的是已发现的距今 5000

年前辽西红山文化（大凌河上游）的牛河梁“女神庙”，被

证明是“北方古文化”，年代略晚于中原华山脚下的庙底沟

类型的仰韶文化，在其“祭坛”出土了玉雕猪龙。1971 年

在红山之北的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也考古发现了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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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多年的玉龙。这些不约而同产生在 5000 年前的龙形

器物，确定无疑地证明远古的先人具有龙崇拜的共同信仰。

从陶寺墓地形态分布的金字塔的比例和随葬品集中

于少数大墓，而众多小型墓没有随葬物现象，可以推断当

时的社会结构中已出现了阶级。考古界认为陶寺文化时期

已产生了国家的雏形，或已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属于原

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文献所载晋西南素有“夏墟”之称，从遗址年代、地

理位置、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及龙盘提供的信息，学者

认为陶寺遗址及晋西南汾浍流域大量同类型文化，极有可

能是夏人的遗存，也有可能是陶唐氏即传说人物唐尧的文

化遗存。所以，陶寺文化已成为探索先夏文化与夏文化的

重要研究对象。

在陶寺文化之外，在黄河金三角地带另一个探索夏文

化的重点是河南西部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早在 20 世

纪前半叶，学者丁山就提出 ：“夏后氏起自今山西省西南

隅，渡河而南……辗转迁徙，东至于河南陈留、山东观城，

北至河南濮阳，西至陕西东部。”并论定夏族“其方向自西

徂东，显然中原固有之民族”。翦伯赞也指出，诸如山西夏

县西阴村，河南渑池仰韶村，应为夏代遗存，并认为吴、越、

楚诸族均系夏族的分支。学者的一致意见，认定晋南和豫

西一带是夏人的活动中心，并扩大到四周地域。到1959年，

徐旭生先生在豫西进行河南“夏墟”调查，确定了洛阳东

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终于取得重大成果。

20 世纪 70 年代，对二里头遗址 1 万平方米面积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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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宫殿的全面揭露和 2 号宫殿（宗庙）墓址的发掘，使人

们得以了解这里宫殿宗庙建筑的形制，为判断这里是一代

王都提供了重要依据。1977 年以来，连续不断召开了几次

大型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外考古学家取得了二里头文化是

夏文化的共识。

但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广大，并不只是偃师一地。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的东下冯，又发

现了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一处文化遗存。通过深入考察分

析和研究，学者们认为二里头文化与东下冯文化是并列为

夏文化又各有特点的两种类型。这就证实了晋西南与豫东

所在的黄河金三角地带确实是夏民族的主要活动范围，这

里正是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的诞生地，中华文明的曙光在

这里呈现了华彩。

3. 炎黄二帝

夏文化的被证实，确切地说明先秦典籍和《史记》中

记载的夏王朝的客观存在，这是继 20 世纪初期王国维通

过甲骨文研究证明商王朝存在之后又一中国史学研究的重

大成果。

谈到夏王朝，又自然会联想到夏代的开创者启，以及

他那位以治水成功而被传诵千古的父亲大禹，还有禹的前

辈唐尧、虞舜。尧舜禹是传说时代的三位年代衔接的贤君，

陶寺文化的发现也已佐证了唐尧的存在。那么，先秦典籍

和《史记》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就不是被疑古学派说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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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编造，而是完全真实可信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明

史由此可以证明有着 5000 年之久的漫长发展历程，疑古

学派与某些西方史学家所主张的中国商代以前无史的观点

完全被驳倒了。只有一点遗憾，那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书

写符号中尚未发现有关尧舜禹姓氏的文字，但这不妨碍可

以确证尧舜禹时代中国先人确实是黄河金三角地带的主

人。黄河金三角地带理所当然地是中华文明史发祥的熔炉。

与文献史料相印证，考古学证明尧舜禹时代所属的原

始氏族公社末期已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这就意味着这个时

代的中国人已进入文明时代。但是，形成国家的尧舜禹时

代应当还有更早的氏族社会的文化形态。那么尧舜禹时代

的文明，又是由怎样的氏族文化继承发展而来的呢？或者

说中华文明更早的源头在哪里呢？

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史记》在《夏本纪》之前还

写下的那一篇《五帝本纪》。司马迁认定在夏代之前，还有

一个五帝时代。司马迁的《史记》所提到的五帝是黄帝、颛

顼、帝喾、帝尧、帝舜以及禹，实际是六帝。这种六帝的组

合来自《大戴礼纪·五帝德》。六帝中出现了向来被中原汉

民族尊崇的黄帝，谈到黄帝就不能不涉及中国人与黄帝并

称的炎帝。“炎黄”或者还应加上蚩尤，这便是至今人们称

颂的民族初祖。

炎黄是否只是传说的人物呢？他们产生于何处呢？

古籍中关于炎黄的记载是大量的，《史记·五帝本纪》

中提到“轩辕（黄帝）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

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