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家谈

从考古学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
刘庆柱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要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历
史研究引向深入，其中的重要内容是探索文
明发展的道路。考古学则通过探索中华文
明发展道路形成的时间、空间特色及其城市
核心要素的政治特色，以及中华文明对内的
强大凝聚力、对外的“有容乃大”及“中”与

“中和”理念之下的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文
化基因的确立、发展、深化。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时间特色。从世
界范围来看，唯有中华文明有着保存至今的
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国百年考古揭
示，中华大地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
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古人类学家吴新智
1998 年提出了关于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进化
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前者为主
要趋势，后者与时俱增。”他认为这样的进化
格局显示，中国现代人的祖先虽然接受过境
外的基因，但主要发源于本地，而不是来自
非洲。

中国旧石器文化在整个更新世于华夏
的腹地表现为连续、稳定的发展与演化，从
未发生过明显的类型与技术的飞跃、中断和
替代。这对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中国现代
人类本土起源的理论提供了考古学和文化
上的支持。

中华大地先民从一万年文化史进入中
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这一过程，可以通
过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得到越来越多
的证实。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有着
从《史记》到《明史》总计3213卷、约4000万
字的国家正史文献记载，这是一代又一代
的中华先民缔造的延续至今五千多年不断
裂文明史的历史文献记录，这样的文献历史
在“世界六大文明”乃至世界古代国家历史
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空间特色。中华
大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考古学文化分
布在七大区域，即中部的“中原文化区”、东
部的“海岱文化区”、西部的“甘青文化区”、
南部的“江汉文化区”、东南部的“江浙文化
区”、西南部的“成渝文化区”、北部的“北方
文化区”。“中原文化区”位于上述七大文化
区之中心。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区”
的主体考古学文化是“仰韶文化”，影响范围
扩及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与
小珠山文化、南部的淮河流域侯家寨文化、
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与薛家岗文化等。
庙底沟类型是史前时代中国境内分布范围
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学文化。河南西
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是庙底沟文化的核
心区。

如果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空间属

性最大特征是“中”的话，那么其文化属性的
最大特色就是彩陶的花卉纹。在北魏之前，
在汉字中还没有“花”字，“華”亦即“花”。《诗
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華”是

“华”的繁体字，它就似一簇盛开的花卉，比
后来简化的“华”字更为形似。崇拜“花”（即

“華”）的庙底沟文化人群，可以说是最早的
“华人”。

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中華”主要就在
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即今黄河流域中游地
区，中华文明的王国与帝国均从这里扩展至
诸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形成五千多
年不断裂的、浑然一体的泱泱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城市特色。城市是古代文
明中的核心要素，它被认为是国家产生的重
要标识。如果与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人口
相比较，周代人口约500万~600万，领土面
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汉代人口约2000万，
领土面积约 500万平方公里。而雅典历史
上最繁荣时期的人口也不过 25万。东周、
秦汉时代的王朝与古代希腊的斯巴达、雅典
城邦国家规模相比，悬殊之大可见一斑。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特色，是其在
世界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唯一具有五千多年
不断裂的文明史，其不断裂的根本原因主要
是中华先民及其后人在中华五千多年历史
发展中的祖先认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

家认同传统。由此形成中华文明发展道路
的内部凝聚力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就是
中华文明“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内部凝聚力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
根据中国遗传学最新研究成果，目前中国境
内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人群
基因相近。从中华姓氏研究看，中国大约在
新石器时代晚期已产生姓，是世界上最早出
现姓氏的国家。据统计，“当今中国流行的
前200个（人口数量最多）姓氏中，出自炎帝
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 10％，出自黄帝姬姓
系统的姓氏约占 89％”。也就是说，当今中
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中国最
早的国家政治领袖，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因此说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几千年来形成
了国家祭祀黄帝的悠久历史。不论是中华
民族的哪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都把祭
祀黄帝作为国家的重大活动，这在古今世界
各国是唯一的。

对外“有容乃大”与“和为贵”。中华文
明发展中对外的“有容乃大”与“和为贵”，首
先表现在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实证中华
文明发展道路上的“有容乃大”，而丝绸之路
的开创则体现着中华文明开创的“和为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著名考古学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
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系
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
突出特性，对我们深刻认
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连续性，也就是绵延
不断，这是中华文明有别
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
出的特点。纵观中华文明
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可以看出，虽然发展的过
程历经坎坷，虽然王朝的
更迭频繁，虽然开创各个
王朝的民族主体有所不
同，但是她们最终都融入
了以汉民族、汉文化为主
体的大熔炉之中，成为中
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环节与
组成要素。中华文明五千
多年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
丰富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
民族精神，一直成为保持
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内
生动力和坚强基石。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使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保
持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秉
持着深沉的文化基因，在
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
终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不
迷失，不动摇，坚持走自己
的道路，沿着自身的历史
轨迹不断发展。

中华民族是聪明勤
奋、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
民族。创新性始终是推动
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
动力。

中华先民的创新精神
在数学、医学、制度文明等
层面均有所体现。

早期中华文明就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
征，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
可以看出，统一性始终是主旋律，具有久远的
历史渊源。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
域的史前文化在各自基础上独自发展的同
时，与周邻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些
共同的文化因素，或可称为“文化基因”。其
发展的模式呈向内凝聚式，长江流域、淮河流
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初步形成了早期中
华文化圈。到了大禹时期，中原文化对周围
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夏代后期，形成了前所
未有的中原王朝文化的强烈辐射。中华早期
文明从各区域文明独自起源，发展为中原王
朝引领的局面。商王朝建立后，形成了前所
未有的中原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实行稳定控
制的局面。

此后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多民族政权并
存，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乱纷争，文化传统仍
然保持延续，统一仍是历史的主旋律。虽然
建立王朝的主体民族有所变化，但是万变不
离其宗，他们都大量承袭了中原思想、文化和
政治制度，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吸收了汉
文化及政治制度，以华夏后裔相标榜，目标都
是要一统天下，建立全国统一的王朝，共同促
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悠
久历史中，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终强大，成为维护
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
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

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都
始终秉持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
中发展。尤其是中原地区大量地吸收各地
文化因素的现象生动反映了其文化包容性，
农业上中原地区形成了五谷齐备的状态。
种种现象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之所以后来成
为中华文明的引领者，与其所具有的兼收并
蓄的包容性，积极吸纳周围先进的文化因素
密不可分。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虽然
也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我们可以看到，
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未
依仗强大的武力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原因之
一就是因为“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渗透在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中华文明这五个特性之间是密切联系
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互为因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
考古学会理事长）

中原考古见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袁广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
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
考古学。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在长期
的考古实践中，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
个突出特性。

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中国有着百万年
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
明史，而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形成
了多元一体格局，尤其是中原地区以贾湖、
裴李岗、唐户、双槐树、大河村、王城岗、新砦
等为代表的人群创造的文明极富张力，为人
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们有
力证明了我国古文化遗址的特征是层垒文
化层的连续性和跌宕相继的多期文化遗存
并行。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
精神气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华文明在
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

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
落发现来看，人们已经在居住方式、生业模

式、知识体系、手工业传统、原始宗教文化
等方面有了创新性内涵，这些内涵充分融
入中原古文化，成为区别于周边地区的重
要标识。如距今 5300 年左右的双槐树聚
落是一处经过精心规划和布局的聚落，已
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表现出的
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代表着古
国时代的王都气象。

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
流而成。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把中国新石
器时代文化比喻成一朵重瓣花朵，认为由
于中国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中国史前文
化发展呈现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
构，其花心在中原，这种结构本身具有凝聚
与向心作用，因而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
过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
使文化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
心部分越来越大。

裴李岗文化历时 2000年左右，通过三
个阶段发展演变逐步将河南大部区域整合
起来，作为对外扩张的大本营。在冀南、关

中、海岱、长江中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裴李
岗文化格外强势，包括磁山、白家、后李、北
辛、彭头山、顺山集、双墩等文化皆受到其不
同程度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最终将黄、淮河
流域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广域而统一的中
华早期文化互动圈，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在
中原地区的诞生。

仰韶文化时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兼
容并蓄、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特征极其突
出。郑州—洛阳一带的大河村文化以双槐
树、大河村、西山、汪沟、青台等为代表，呈现
出四方通衢、文化汇聚的特征，这种文化多
样性不仅限于同期不同文化类型的汇聚与
交互，也表现为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沉淀与
融合，尤其是大河村文化蓄势中原，吸收并
融合周边先进文化因素，走出了一条重民
生、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迈入中原地
区最早的古国门槛，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
延续与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各地聚落形态的发
展出现了新的气象，各区域出现城址林立的

局面。《尚书·尧典》有“协和万邦”，《礼记·礼
运》有“天下大同”，《论语·子路》有“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明中华文明崇尚

“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平融
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
基因里。

郑州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从裴李
岗、仰韶、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
文化，再到殷墟晚商，勾勒出华夏文化连贯
有序的演进序列。在该地区的考古发现中，
荥阳织机洞、老奶奶庙是百万年人类史和文
化史的代表，郑州大河村和巩义双槐树遗址
是古国聚落的代表，新密古城址是早期都邑
的代表，他们有力证明了郑州古文化遗址的
特征是层垒文化层的连续性和跌宕相继的
多期文化遗存并行。特别是新砦、二里头文
化的崛起标志着中国进入广域王权时代，其
后的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以及周、秦、汉、三国
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均是对前期文
化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特性的郑州贡献
阎铁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指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在一万
年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形成的。作为完整参
与了这个过程的郑州，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往无前的连续发展。从现代人类诞
生到今天，郑州走过了5万年的漫漫长路，其
间，有冰期的严寒，有洪水的滔天，有外族的
侵扰，有内部的纷乱，但她矢志不移，坚定向
前，从 1万年前李家沟肇始文化，到 8000年
前裴李岗奠基文明；从 5000年前双槐树形
成古国文明，到 4000年前夏王朝开创中华
文明的多元一体，郑州是唯一一个全过程参
加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创造的地区。作为中
华文明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最主要实证地
之一，郑州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和集
中展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史的独特优势，为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改天换地的创新精神。在迈向文明的
浩浩进程中，郑州人的创新创造铸就了中华

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座座丰碑。中国稻粟
农业、原始制造、甲骨文字、建筑营造、丝绸
纺织、原始瓷器、国家文明等的形成都闪烁
着郑州的身影，展现了伟大的创新创造精
神。伏羲在郑州黄河与伊洛河汇流处演绎
八卦，张陵在郑州嵩山石室感悟“真道”，佛
家在郑州慈云寺开“华夏作寺之始”，儒家在
郑州嵩阳书院釀就理学之光。汉代郑州冶
铁技术引领世界千载，元代郑州天文观测立
世界高峰。郑州甲骨产生了最早的述事之
作，诸子百家郑州人勇夺散文先声。郑州人
的歌唱占据了《诗经·国风》中的 1/6，郑州
人书写的唐诗近万首，篇篇都是诗中的奇峰
异景，一直是中华文化交流的十字要冲的郑
州，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性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

以人为本的统一宗旨。在中国王国时
代近 2000年历史中，郑州先后为 8个国家
都城，时逾千载。在中国大一统国家 4000

多年的历史中，郑州在前 1000年为全国政
治中心，奠基了中国核心腹地，确立了中华
文明核心，书写了都城发展史的开篇之章。
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郑州人一贯秉承以人
为本、天下大同的理念，黄帝的天下共襄，为
中华民族种下了天下一家的基因。夏王朝
建立的一统王朝，奠基了中国历史的根本走
向。商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实现
了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第一次广域一统。这
些起步于郑州的伟大开创，成为历史中国
追求统一的民心力量，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特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兼容并蓄的包容品格。郑州居天下之
中、八面来风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开放包容
的博大胸怀。在迈向文明的过程中，郑州既
善于创造自己的文明，也善于吸纳其他地区
的先进文明，兼容并蓄。大河村、双槐树、夏
商文化中的一些文明元素都能在周边文化
区中找到更早的传统，百家争鸣中郑州的学

派是最多的，道家在这里创立，儒家在这里
蝶变，佛家在这里生根，从没有发生过宗教
纷争，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

“允执厥中”的和平理念。郑州形成的
“天地之中”宇宙观，体现了对称、平衡、有度
的辩证思想，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处理事
务、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时令以天地之

“中”为基准，建筑以对称“中”轴为核心，治
国讲究“中”道，做人讲究“中”正。由于“中”
的理念讲的是不偏不倚，讲的是和谐与平和
发展，所以，“和平”理念成为自古至今中国
的传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民
族从没有带着枪炮和毒品去强行撬开别人
的大门，张骞通西域、鉴真渡东海、郑和下南
洋，播撒的都是文明的种子，带去的都是为
人类造福的发明创造。郑州为中华文明的
和平性特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作者系郑州历史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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