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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中
原是黄帝出生并创立伟业之地，黄帝是黄
河文明的缔造者，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华夏之光耀古今，黄河文化、黄帝文
化、黄帝故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和自
然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蕴含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成为
华夏儿女认同亲近的民族标识、炎黄子孙
团结联合的精神旗帜、中华民族自强前行
的力量源泉。在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即将举行之际，本报特编发往届黄帝文
化论坛部分重要嘉宾文章，以飨读者，敬
请关注。

拜祭先祖，其来有自。从甲骨文时代就有文
字的证明，延绵至清末，始终未断。纵观古今，拜
祭的形式随着时间、世情的变化而有所演变。这
种演变，是适应不同时代的结果。但是万变不离
其宗：拜祭先祖理念的根基，也就是为何拜祭先
祖，没有改变。

炎黄文化成型于农耕时代。农耕生产的发
展、家庭和家族的繁衍，很重要的是要靠继承。
重继承，是中华民族文化区别于世界上很多民族
文化的特征。

拜祭黄帝有没有特有的意义呢？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人的“理性”发展

了、普及了。中国人的“理性”出自自己的文化背
景，与西方很不相同。这种理性普及了，一切先
验的、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主宰世界的“实在”
（神），以及今天我们生活中时时可见的科学技术

领域的假设，都需要中国的经验和理性来确证。
我想用下面四项来说明：黄帝的事迹超越了

口传历史；具茨山上种种考古发现文物的佐证；
黄帝的遗迹不限于黄陵县和新郑，河北省多地也
有黄帝的遗迹；通观历史上对黄帝的记载和叙
说，神话少而事实多。

所谓“超越口传历史”，可以从重新阅读司马
迁的《五帝本纪》“赞”开始。“学者多称五帝，尚
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
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
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
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
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
文者近是。”

这篇“赞”，说明司马迁已经把他之前的种种
口传历史超越了，口传、文献、亲验相结合，落到
他的著作中，传到今天。换句话说，司马迁的记
述应该是可信的。

再来谈一下具茨山。近些年在各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高度参与和支持下，进行了很多的工
作。世界岩画协会联合会于 2014年 6月在中原
地区进行的具茨山岩画类型的微腐蚀断代，证明
在 4500年前就有这些凹穴岩画了。大家知道，
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最早的距今 3400年。但
是学者判断，到殷墟的时候，甲骨文已经如此的
系统，不同期、不同坑里发掘的甲骨文字相通，这

表明，甲骨文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字，在这之前可
能有一个漫长的发明、进步过程，只不过我们现
在出土的文物还不能够理出一条线。

同理，具茨山类型的岩画距今 4500年。根
据现有成果，可以推想：早在4500年前的若干世
纪，已经有强大的部落和杰出的领袖，带领人们
在这里生活和开拓疆土。

黄帝遗迹，除了新郑市和黄陵县之外，在甘
肃崆峒、河北迁安、涿鹿等地尚有遗存，迁安可能
即“东渐于海”处，该地关于黄帝的传说、史料至
今尚在。黄帝能在那么多地方留下遗痕，说明是
整个部落的迁徙或征战。

还有一个现象，无论在河北还是在甘肃，传
说中的黄帝的业和德基本上是一致的。不管黄
帝的业绩有多少是实在的，多少是口传的，至少
我们可以相信，黄帝是人，而不是神。这就是刚
才我所说的我们的历史传说和其他民族的创世
学说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顶礼拜祭的
依据。

我想提出三个建议：拜祭黄帝上升到国家
级；拜祭定点在新郑；促进拜祭黄帝渐成民俗，甚
至扩大到世界上所有华人社区。

国祭的意义，首先，黄帝是中华民族有史可
考、建立初具国家架构、传说未断、最古老的历史
人物，他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一统文化的标记，成
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里程碑式的符号。

作为凝聚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要超越自
己这一代，单靠经济不行，主要靠文化。说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太抽象，应该有若干
标记或符号。在我想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
个人能当此重任：纵向说，历史更悠久的就是黄
帝；从思想定型看，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的，
是孔子。因此，我也期望将来拜祭孔子也成为
国家大典。这样，国家级拜祭就是三项：黄帝、
孔子、先烈。拜祭黄帝表示对历史的尊重和敬
畏；拜祭孔子表示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继承；
拜祭先烈表达子子孙孙要继承、发展民族自强
精神。这三祭，就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
精神结合起来。

其次，黄帝的德业。司马迁提到了发展农
业、关心百姓、发展交通、初定历法、勤于谋划，生
活从俭。这些都是发展农耕的关键，似乎也是为
今天所准备的。

再次，黄帝历来为全球华人所认同，“炎黄”
已经近乎中华民族的另一个称呼，超越了政治、
政党、信仰和意识形态。

最后，实行国家公祭，明共识、立信仰，向全球
显示：我们自古崇尚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相反。

在新郑举行国祭，符合国际惯例。拜祭黄
帝，是为了民族和国家。把共同的信仰和对象符
号化、标记化，这也是国际惯例。

定点于新郑，有以下缘由：新郑地处中原，中

华文化汇聚腾飞之地，象征意义更大；具茨山的
背景和佐证，不会择非其地；拜祭古圣出生之地，
也是古之常规。各种拜祭应有规范的礼仪、形
式。拜祭黄帝的地方，在史籍中记载很少，不易
明确其礼制。从汉代拜祭基本都在明堂或者南
郊（偶尔有四郊），到清，特别建了一个“景德崇圣
殿”（故址在北京阜成门内路北），规模宏大，合祀
伏羲、神农、黄帝，一直到明太祖，共 21位先圣。
到康熙晚年，增加到143位。《通志》记载，唐显庆
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唐高宗以每年的“二时”，太
常少卿分行二陵。高宗认为此事重大，派去的人
级别太低，且“威仪有阙”，于是下诏让三公去拜
祭，太常卿、少卿由主祭变成副祭。据《续文献通
考》，明代历朝也只派驸马、都尉、勋戚大官在清
明、中元、冬至到陵寝行礼。那么，皇帝在哪里
祭？在宗庙。而且据史籍，规定宗室、百姓不得
参与，所以特别允许宗室和百姓在城门外拜祭先
帝和自己这一支的先祖。中国自古就有“私祭”，
有制可循，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为此，有以下几件事情需要做好：规范拜祭的
礼仪，不废古仪又不悖时代精神；深入研究黄帝文
化，包括具茨山的考古和研究；促进立法，法在前，
拜在后；普及黄帝文化，也许会成为中华传统文化
与时代精神结合、新时期文化即将勃然兴起的信
号，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让我们努力，让我们期待。

追寻意义——作为考古、历史与神话的黄帝
王立群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时代是中华民族
走向文明的开端。作为人类文明开端的始祖黄帝，
因其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黄
帝的身上被负载了超越其时代本身的太多内容。作
为考古学、历史文献记载与历史进程中的黄帝到底
有哪些不同?在不同时代的黄帝身上被赋予了哪些
意义?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
化应该凸显哪些意义?

作为考古视野中的黄帝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著《史记》时，面对“百家

言黄帝”的文献记录，已有无所适从之感。在上世纪
初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对上古历史的怀疑与否定
后，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终极追寻的努力在考古学家
的视野中终于得到了实证。

考古学家李学勤、严文明、许顺湛诸给黄帝时
代进行了考古学上的断代。从现在考古发掘的上
古历史遗迹推测，黄帝约处于仰韶文化的晚期。在
黄帝时代，社会刚刚开始分化，大部分地区还处在
氏族、部落之下，一个集团的人口不可能太多，活动
的范围也不可能太大。即使像黄帝这样已经建立
了雏形政权的部落，并且拥有勇敢善战的军队，其
活动范围也绝对没有后来历史记载以及我们想象
的大。我认为，对黄帝文化的界定，不应该仅仅限
制为黄帝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亦
应该关注黄帝的形象、身份演化史、意义附加史以
及背后的思想史。

作为历史学家记载的黄帝
在《史记》中，司马迁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比黄帝

更早的伏羲氏、神农氏，但他将《五帝本纪》冠首并以
黄帝为先，原因之一是受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将黄帝

推举为圣王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上古的文献资料，其实大

多已经远离了上古的文化人的想象与追忆，而不是
上古人自己的实录与记述。在三代之末的文化人眼
中，黄帝时代是万国归附，顺天地阴阳四时之际，布
播百谷草木，淳化延及至鸟兽虫蛾，黄帝垂衣裳而天
下治的单纯朴素的美好世界。这种对黄帝及其时代
的无限向往走到极端很容易使黄帝异化为神，“黄帝
三百年”“黄帝有四面”就是这种思想的折射。

第二个原因是汉代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汉初
的几代统治者极力推崇黄老之学。与其他学派如儒家
等不同，黄老学派以天道作为思想的依据，一切世间事
都应该以天道即宇宙自然为依据，它涉及相当广泛的
知识范围，并以天道自然为依据，建立了处世与治世之
道，黄帝在这时被尊为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神圣，并与老
子无为的思想链接。

那么,司马迁是如何勾勒黄帝的历史画卷呢？
一是取材《尚书》《大戴礼记》《春秋》《国语》等雅训的
经典记载，并对这些记载相互印证，所见不虚者进行
编次；二是以“不离古文者”为材料选择标准；三是进
行实地考察，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
淮，寻访长老。通过这三方面的努力，司马迁剔除了
资料中荒诞不经的部分，最终撰著了五帝的谱系。

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叙述，不仅仅是明确了五
帝的历史谱系，而且赋予五帝之首的黄帝为人类始
祖、人类文明开端的意义。

作为神话的黄帝

秦汉时期，神仙之说大盛。汉武帝时，方士辈
出，汉武帝借用方士有两个意图，一是封禅，以明汉
家受命之正当；二是求仙，希望长生不死、统治连
绵。方士因此投机迎合武帝，杜撰黄帝古史，将封禅

与成仙合二为一。这样一来，黄帝则由神化为人，为
十二姓之共祖，为中国历史开端之领袖，而至汉武帝
时期，又由人复归于神。

在封建时代，黄帝身上被赋予了权威性，具有合
法的政治意义，从人类开端的领袖黄帝到当权者自
身，形成一脉相承的正统，这无形之中进一步神话了
黄帝。

与历朝统治阶级通过告祭黄帝，证明政权的合
法性与权威性、希望政权持续延绵不同，在民间，黄
帝的形象则是一套与官方意识形态迥异的话语系

统。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黄帝在祭拜仪式中成

为信仰的一面旗帜。

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民族经济日渐

繁盛。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思与

总结百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传统祭祀由于它富有民

族特色的心理积淀和陶冶国人的优良伦理道德和高

尚情操的功能。

我们祭祀黄帝，弘扬黄帝文化，颂扬始祖黄帝的

丰功伟绩，这首先是基于血缘的认同，通过祭祀，强

化血缘的延续，民族的血脉与文化的血脉合二为

一，这是我们认同的基础。祭祀文化保留着华夏民

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是炎黄子孙情感认同、沟通的

契合点，具有维系家庭、宗族乃至整个民族的强大

精神凝聚力，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共享和谐社会的历

史见证。充分发挥中华传统祭祀文化的积极作用，

对促进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增强民族

凝聚力与认同感，利用拜祖大典，促进民族的团结，

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

疑有积极的作用。

拜祖大典，不仅仅是提供了这样一种仪式，一种

象征，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重新反思以往的历史并

从中寻找超越性与神圣性的人类心灵栖息的家园。

每个民族都有早期的传说时代和有历史文献记
载的时代。黄帝时代是什么时代？根据传说和记
载，就是现在中华民族探源的时代。

在黄帝那个时代，根据传说有城、有金属器、有
文字。为什么有文字？他底下有史官叫仓颉，大家
知道的传说是“仓颉造字”。在全世界来说区分国家
和非国家、文明和野蛮的标志有三个：文字、城市和
金属器，在中国还要增加一个是礼制。礼制包括两
个内容：一个是礼，一个是乐。音乐，在黄帝时代就
有了。

黄帝文化传说是在什么时间？是在从无国家变
成有国家，从野蛮到文明，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五千年
文明。如果北京猿人不算我们的祖先，我们还有许
昌人，许昌人距今也有 10多万年了。我们说五千年
文明，从历史学、考古学、多学科来看基本问题不大，
如果五千年文明是基本可以认定的话，那么黄帝的
传说，由五千年文明以来开始算应该是可信的。

从空间上看，如果这五千年文明发生在贝加尔
湖，就很难说是中华文明了。但是我们要寻找黄帝
物质文化有几个内容：包括金属的冶炼、礼制的传说
和城市的分布。说黄帝故居在新郑，铸鼎在灵宝，去
世在陕北，活动足迹北到华北，到了长城地带农牧交
会地带，西到榆林，东到山东和河南交界，新郑在黄
帝活动的中心范围之内，过去所说黄帝的国家叫有
熊国，有熊国也认为在新郑，这个传说是世世代代传
下来的，我想它不是子虚乌有的。

黄帝时代的文化、文明和国家形成有什么物
证？考古发掘发现，在新郑或者说在新郑附近周围
地区，围绕天地之中嵩山，或者再大一些范围，基本
在河南的黄河流域中游部分，曾经发现跟炼铜有关
的考古发现，时代就基本和它吻合，早可以到 6000
年，晚可以到四五千年，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新石
器时代的晚期或者是末期，在我们这一代发现了金
属冶炼的遗迹。

关于文字，在河南的豫北，在安阳殷墟发现了15
万片甲骨文。我们的文字，不是公元前 1300年才有
的，应该说它的历史更久远。

中国最早的城出现在郑州西山，距现在 6000年
左右仰韶文化时期的。如果说黄帝文化的时代内涵
和国家的文化内涵已经基本套合在一起，这个时代
能不能经过考古证明？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
基本测试出来中国国家的出现距今约 5000年，早可
以早至 5400~5500年，晚到 4800~4900年，如果准
确一些，有学者认为在 5400年前已经出现了国家。
如果把黄帝以前的部族领袖当成国家的出现，所谓
三皇的话，到黄帝的 5400年或者 5000年这个时代
出现国家是完全吻合的。

中国的文化脉络就像一棵树一样，根是什么？就
像植物学一样，有根有枝有叶，当然根和树枝树叶作
为植物来讲它们各有各的功能，都非常重要，缺一不
可。但是对于社会而言，根文化和各种不同文化对一
个民族、对一个国家历史的权重是不一样的，而中原
文化的权重应该说就是树干，这个树干最底下是黄帝
文化，黄帝底下的文化就是中原的早期文化，有人叫
河南龙山文化早期文化，再往下就是庙底沟二期文
化，再底下就是庙底沟类型，当然也就是仰韶文化。

因此，从一个发展脉络来看，黄帝文化在嵩山附
近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找到了嵩
山这个地方。“天地之中”申遗获批，就像“丝绸之路”
申遗一样，“天地之中”不是一般的项目，它是黄帝文
化的申遗，因为黄帝文化空间就在“天地之中”。

考古学在五千年前后发现了铜器，文字应该说
也有了，在山东，在其他地区，城市更不用说了，那时
候叫万国万邦，国就是城的意思。因此有熊国和有
熊城应该是一致的。

再有，王城岗出土过一个距今 2500~2200年的
战国陶器，陶器上有文字写禹阳城，阳城是一个地
名，古书有记载“禹都阳城”，禹是夏代王国的先王，

夏代的第一个都城就在阳城，就在王城岗。
再谈谈生产和思想。民以食为天，没有生产，没

有衣食，人就无法生活。我们如何区别人和动物？
传说黄帝发明了缫丝养蚕，发明了农业耕作，生产非
常重要。

进入了文明时代，进入了国家，礼制是什么？礼
制就是社会要分层，要分级，礼制就是从无阶级社会
到了有阶级社会，标志就是礼制。大家知道信佛有
法器，青铜器时代政治家礼器代表性是鼎。这个鼎
制非常重要，鼎制就是在嵩山附近出土的。礼制还
有乐。其实古代把乐当作一种礼制。

提到根文化，我想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这
个根是怎么来的？由近及远推，从现在推到明清，从
北京的明清再推到元大都、金中都，辽南京，再往上
推就推到了河南开封东京汴梁。夏商的祖先就是五
帝，第一个帝就是黄帝。因此说，根文化的根就是黄
帝文化。

黄帝文化根在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在新郑，
裴李岗之后就是仰韶，现在已经证明。经过深入研
究认为，裴李岗文化实际是河南仰韶文化的祖源，而
河南仰韶文化又是后来所谓的河南龙山文化，现在
也有人叫中原文化的根。

中原龙山文化重心在哪儿？有两支，以五帝为
代表的两支，一支在郑州或者就在嵩山附近，这个地
区叫王湾三期文化，以嵩山为中心，当时的中国特别
发达；还有一个叫作后岗二期，这样的话，这两个地
区构成五帝文化的核心，但是五帝的一把手在哪
儿？在现在的嵩山地区。

现在学术界认定有熊国在新郑，国跟都城是一
码事，国王越早血缘政治越重要，越晚地缘政治越重
要。从民族学、人类学这些理论来看，有熊国的国都
就应该在有熊，有熊国的国君就应该在这里，是这里
族群推选出来的，那样的话黄帝的故居理所当然和
有熊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黄帝故里应该在新郑。

考古学视阈下的黄帝文化、有熊国与黄帝故居
刘庆柱

文明是一种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是人类历史文化
发展的高级阶段。我们讲的华夏文明，就是以黄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为
基础，发展起来的文明，它是多元一体、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核心。

在华夏文明的带动和引领下，各个区域的文明逐渐融入以华夏文
明为核心的一个中华文明体系之中。

我们研究文明起源，或者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不仅仅是研究文明
本身。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看一看，华夏文明是怎么样从精神层面、
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变化，最后发展成为王朝、国家的。

首先是中原地区栽培农业的出现。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
且也是多种农作物的起源地。中原地区，在 8000年前的时候，农业已
经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这个时期在
河南这个地区，既有栽培的水稻，也有粟和黍这种北方的农作物。
6000年前，在中原地区已经开始养蚕，而且有了日常生活用的陶器。

当时，基本上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墓葬大小、规模都差不多，随葬
物品只有加工谷物的磨盘和磨棒。8000年前，河南的贾湖遗址已经开
始出现了社会分化的迹象，这就是其中的某一两座墓，随葬品除了一般
日常陶器之外，还随葬绿松石。

同时，河南的贾湖遗址8000年前就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首先值得
我们注意的就是在一些墓葬当中，随葬乌龟壳儿、符甲、贝甲，一个墓最
多的是 8件。更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少量的乌龟的符甲上，有刻画的符
号，这是其中之一。这个符号跟那个甲骨文和演进的象形字是一样
的。我们说，它们之间很可能有一定的渊源联系。

除了精神生活方面，它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在中国大地上，在河南
出现了最早的社会分化，这就是河南灵宝铸鼎塬遗址群。铸鼎塬什么
意思？传说黄帝在那儿铸鼎，而且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就叫铸鼎
塬。正是在灵宝铸鼎塬这个地方，我们发现 6000年到 5500年前长时
期定居的大型聚落群。

其中，规模第二大的遗址西坡遗址，发现了一个有防御设施的村
落。在这个大型的聚落当中，出现了大型的房址，而且相对集中，制作
得非常考究，说明在那个时期社会出现了分化。

这个时期，战争开始出现，我们看到了在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就
是郑州西山城址，位于郑州的北郊。西山城址面积不是很大，25000平
方米，它的南半部被毁掉了，我们发现两个城门，而且城门都有防御设
施，显然是种军事设施。在中国城市聚落发展史上，西山城址具有重要
的意义。

再看巩义市花地嘴遗址，规模30万平方米，都是用大型的、宽几十
米的壕沟围绕，中心部位戒备森严。这个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多，而且
制作非常精致，还有带彩绘的陶瓮，用红彩绘出的，这是大约相当于夏
代前期很高等级的一个遗址。

在洛阳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1959年以来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概括起来在二里头遗址这个夏代后期的都城，发现了最早的宫城，围绕
在宫殿周围的城墙，然后发现了最早的具有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宫殿，
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最早的青铜容器群，最早的用车的痕迹和最早
的绿松石镶嵌物。

最后还发现一个东赵遗址，位于郑州高新区。这个遗址非常重要，
出土了陶器等。东赵遗址相当于夏代后期的时候，规模更大了。新郑
望京楼遗址也发现了夏代的一个车辙，所以夏代用车不是一个孤例。

下面我们归纳一下。
第一，中原地区文明的核心地位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大约

5000多年前，大约在黄帝所处的时代，开始了第一次中原地区向周围
文化的影响和扩张。

举一个彩陶的例子，什么叫彩陶？在陶器上绘成各种花纹，我们叫
彩陶。彩陶最早在河南地区发明，它可以早到 6000年至 5700年前，分布在很少的范
围，河南、山西、陕西交界这一带。它的特点就是有花的图案，有圆点、弧线、三角图
案。延续了两三百年以后，开始局外扩张。华夏，一种观点认为是以“花”为自己图腾
的部族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个部族的核心就是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我们看到在大致
5000年前或者略早一点，或者有了一个更大的传播，到了东北，到了河套地区，到了西
北的甘青地区，到了长江的中下游。考古学家认为，这个时期这种文化向周围的强烈
影响，很有可能是黄炎集团的形成和向它周围的发展。

第二，龙的观点的形成也是最早在河南地区。后来这个龙在各地都有它自己的表
现，像红山文化把它变成玉的形象，安徽凌家滩也有玉龙，但是最早的龙的形象是在河
南的濮阳。

进入到尧舜禹这个时期，中原地区汇集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到夏王朝的后
期，以二里头都城为代表，周围地区原来曾经兴盛的一些文化，以夏王朝的建立为界，
相继的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夏王朝建立以后，中原王朝向周围强大辐射。二里
头文化的辐射，是一种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播。

最后，我们来概括华夏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万年奠基，栽培农业出现。精
神生活丰富，然后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个别墓葬开始出现了一些财富，社会出现
明显的分化。大型的中心性的遗址开始出现，灵宝西坡出现了大型的墓葬。另外社会
分层和分化显著，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结构。到了二里头时期，夏代后期中原地区形成
了一个真正的核心，经过了商、西周封邦建国，华夏文明成为一个真正的更广泛的中华
文明的核心，实现了对前所未有的中原地区以外地区的控制。

最后，说一下中原地区的古代文化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世界上最早骨笛的发现，
最早龙的形象，以及龙和虎方位关系的发明，还有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址——西山城址，
最早的社会分化——灵宝西坡大型建设基址和墓葬，最早的青铜容器群——二里头遗
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东西对称和带有中轴线理念的宫殿格局，还有最早的原始青瓷
器。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原始瓷器，实际上什么是原始的？就是原本人们
认为瓷器至少是汉代才出现，但是现在在夏代已经出现了瓷器，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
的瓷器，只不过它的产地还有争论。

总之，中原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沃土，也是祖先创造丰富文明的一个地方。我们应
该把中原文化研究清楚，把它弘扬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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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祭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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