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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 1万年前萌芽，历经 4000年发展，
6000年前开始逐步形成，中国历史进入“天下万
邦”的古国时代。在灿若星辰的以城池或环壕聚
落为都邑的古国中，被学者们称为“河洛古国”的
郑州双槐树遗址以庞大的规模、天人合一的气
度、社会新秩序的创立成为古国时代的绝唱。

最早的百万平方米环壕大邑
人类文明形成于山水之间。高山磨炼了人

们开拓奋进的意志，大川给予了人们创造生活的
源泉。位于嵩山之下、黄河之畔的双槐树遗址占
尽了天时地利。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嵩山是最
早跃出海平面的陆地，经过25亿年的发展演变，
形成了完整独立的山脉体系。高山育大川，天雨
从嵩山穹顶向四周散开，形成了众多河流，汇入
山北的黄河和山南的淮河。这种山河一体的环
境造就了良好的山前台地和河旁冲积台地，加之
气候上又属于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为各种植物
生长和人类耕种提供了良好场所。考古学证明，
这是人类文明创造和发展的最佳环境，嵩山地区
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早在 50万年前，嵩山地区已经有了人类活
动，5万年前，嵩山地区的古人完成了向现代人
类的进化。1万年前，李家沟的人们开始了文明
的起源，9000年前，裴李岗的人们开始了文明的
奠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5300年前，双槐树的
人们开始了文明形成的最后冲刺。

双槐树遗址处于嵩山与黄河相会的怀抱中，
他的南面是嵩山，北面是黄河，既是山前台地，又
是河旁冲击台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数千年的文
化积淀，使他厚积薄发，快速成长 。

双槐树遗址之所以在这里产生，应是经过了
精心的考察。这里是四塞之地，南有嵩山为屏，
北有黄河为障，东有武牢雄关，西有邙岭逶迤，形
成了一个天然的“巩固不拔”之所。这里是一个
神奇之地，黄河与伊洛河在这里交汇，被人们称
为洛汭，这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
要的地方，传说伏羲在此观测河洛汇流形成了八
卦思想，开启了中华民族文化之源。这里又与古
代人们心中的天室嵩山南北遥遥相对，形成一条
罕见的轴线。南以嵩山为阙，北以大河为屏，双
槐树的人们在这条山与河、天与地的轴线上立下
了家国的基石。

双槐树遗址早在 9000—7000 年前的裴李
岗文化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到了5300年前后，开
始建造他们盛大的都邑。双槐树都邑的建设经
过了科学规划，他们在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
约 780米、面积约 117万平方米的荒坡上，用版
筑的方法修建台地，而后规划开挖了用以护卫家
国的三重环壕。内壕周长残存 1000米，上口宽
约7.5米，深6.15米，在其东部发现有疑似吊桥的
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残存 1500余米，上口
宽 30.5米，深 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 10米的
道路出口。外壕周长残存 1600 余米，上口宽
17.2米，深10.5米，在其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
出口的道路各一条。三条环壕之间有沟渠连通
用于向壕内输水。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
敌入侵的功能。

双槐树遗址是迄今发现的那个时代规模最为
庞大的都邑，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第一座面积超百
万平方米的三重环壕的都邑。在黄河流域6000—
5000年前那段风云际会的时期内，在双槐树遗址周
边，有着众多的古国，但他以三重环壕和117万平
方米的庞大规模在同时代的50万平方米的大地
湾、80万平方米的杨官寨、72万平方米的北阳平、
40万平方米的西坡、30 万平方米的仰韶村、80
万平方米的苏羊、70万平方米的大河村、80万
平方米的大汶口等都邑面前，毫无疑问成为傲
视群雄的霸主。严文明先生赋诗赞曰“巩义双
槐树……城壕围数重……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

最早的中轴布局礼仪气象
在三条环壕护卫的宏阔版图上，双槐树的人

们对生活场景和社会秩序进行了非同凡响的布
局，这个布局彻底改变了此前聚落建设的传统模
式，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考古发现，双槐树遗址由三条环壕、四处墓
葬区、三座夯土祭台、一处大型夯土广场、两座大
型院落殿堂建筑、宫城式围墙、大型居住区、水苑
等组成，形成了一个布局极其鲜明的不同于以往
的社会场景。

沿遗址中心线跨进内壕环卫的中心区域，迎
面是大型墓葬区。在几座规格非同寻常的大墓
环绕中心，是一座用夯土筑起的庞大祭台，祭台
残长19.6米，残宽13.3米，残存面积260平方米，

上有建筑柱础遗存。这是黄河流域第一次发现
夯土祭台建筑。

墓葬区之后，是面积至少在 4000平方米以
上的大型版筑广场，广场夯土厚度达 2米多，最
宽处有 10多米，长度达 100多米，这是中国史前
遗址第一次发现大型版筑广场。

大型版筑广场北面，建有与祭台同时期的面
积达 1800平方米的巨大院落，随后又在其上建
起了一条南北道路，在道路东西两侧对称坐落两
处大型院落基址，一处残存面积1600平方米，一
处残存面积 1300平方米，西边院落的门庭为三
层台阶的高台建筑，东边院落的门庭为一门三道
的礼仪建筑。两个院落中有殿堂建筑。这是中
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高台建筑、第一次发现一
门三道的门庭建筑。

在两处殿堂之后，是一道内有木柱、长约
370多米的夯土墙，夯土墙与内壕北部合围形成
封闭的半月形结构区域，面积达 18000 多平方
米。在夯土墙东端的内侧拐直角又出现一道围
墙，两道墙向东并行与内壕东部闭合。在并行约
35米处有相通的两个门道，两处门道位置明显
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这是中国
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瓮城结构的防御设施。

围墙内，是三排以殿堂为主体的大型居住
区，每排三座殿堂，中间一座面阔五间，两边两座
面阔三间，对称分布。殿堂前建有廊柱，殿堂之
间建有通道。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中
轴对称的建筑形式。第二排中间的殿堂，面积达
220平方米，殿堂南门前的地下埋有以 9个陶罐
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北斗九星图案北面的房屋
中心内埋葬一只头朝着门道的麋鹿，旁边还埋有
一只完整的家猪。大型居住区内的殿堂均建在
台基之上，一改此前殿堂半地穴建设模式。三排
殿堂后面是水苑遗存，这也是中国史前遗址中的
第一次发现。

站在水苑遗址回望，蓦然发现，双槐树遗址
南眺天室嵩山，进入内环壕是祭坛和大墓，而后
是大型版筑广场，而后是对称分布的两处大型院
落，而后是防卫森严的半月形大型居住区内的三
排殿堂，而后是水苑所在。双槐树遗址的布局竟
然是一个由中轴线穿起的、层层递进的、功能各
不相同的、井然有序的崭新世界。这是陌生而又
熟悉的布局！此前所有聚落遗址都不曾有过这
样的布局，此后，凡都邑者哪个不是以此为滥觞
呢。遥望天室嵩山，这是敬天啊！将祭坛和大墓
作为环壕内的第一场景，这是法祖啊！用高墙把
前面的两座院落与后面的大型居住区分开，这是

“前殿后寝”将国事与家事分开啊！以中轴线将
这些重要区域和建筑串联起来，这是彰显君权受
命于天的理念啊！这是体现以权力为核心的等
级观念啊！这是创立礼仪规制建筑的新秩序啊！

王巍先生认为：“双槐树遗址大型建筑群不
仅在规模上是全国同时期遗址中最大的，而且其
所具有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理念以及前后几座建
筑纵向排列的格局，都是迄今为止在全国所见年
代最早、最具有开创性的。”

以双槐树遗址中轴建筑的出现为标志，中国
的中轴线观念诞生了，递进有序的新秩序诞生
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最早的天地人和理想世界
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很多此前以及同时期的

其他聚落不曾有过的遗存和现象，他们显示，双
槐树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充满天地人
和意境的都邑。

双槐树遗址三重环壕的布局展现了天地一
体的气象。双槐树遗址坐落于丘陵之上，周边沟
壑险峻，开挖三条环壕绝不单单是为了防御，而
是蕴含了深刻的含义。远古时期人们通过对客
观世界的观察，形成了上为天、下为地、中间为人
的三位一体宇宙观。在后来的生活生产活动中，
人们又发现，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而四个
季节的轮换都与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有
关。在四个季节中，春秋两个季节，太阳在相同
的轨道运行，形成了一个圆环，冬夏两个季节太
阳在不同的轨道运行，形成了两个圆环，三个圆
环竟然演绎了天地间的春夏秋冬。人们还发现，
月亮也是周而复始有规律的在运行，上弦月、满
月、下弦月三种状态形成了一个周期。这么多现
象都与“三”有关，真是太神奇了！于是，“三”在
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地印记，以至于老子在他
的《道德经》中形成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的著名观点。于是，“三”成为中国古代意义
最为深奥和崇高的概念。双槐树遗址的三重环
壕对应的是天象啊！分明体现了天地一体的宏
伟气象。双槐树遗址三重环壕的布局，开创了后

世都城建设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基本规制的
先河。

双槐树遗址大型居住区中心内中心殿堂中
心门廊处埋藏的北斗九星图案，呈现了承天之命
的愿望。远古时代，人们最主要的生计是农业生
产，而天象是农业的立业之本。人们发现天象有
冬暖夏凉之分，而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变化可以准
确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的到来。
按照北斗九星的变化指导农业生产不仅可以获
得丰收，还可以避免损失。于是，神奇的北斗星
像成为人们的崇拜。双槐树遗址在最核心最重
要的殿堂门前埋上北斗九星图案，显然殿堂内居
住的是遗址内最有地位并且熟知天文的古国首
领，他掌握着沟通天地的巨大权力，他以这种方
式设计自己的居室，住着方形建筑，南门口放置

“北斗九星”，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上天的地下王
者，实现身份的“神化”。北斗九星遗迹的上端完
整埋放着古人眼里的瑞兽麋鹿，呼应天上北极，
预示主人可以骑着麋鹿，飞升天室，沟通天地。
在麋鹿边上埋放家猪，更与人们心中的天象有
关，古人把猪作为北斗“天理”的象征。北斗九星
图案的这些组合，显然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
治礼仪功能，是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的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布局，践行的
是“天地之中”理念。嵩山地区的人们在对客观
世界的观察中，形成了“天地之中”宇宙观，而这
一宇宙观又演化成了中华文明“中”“和”的文化
传统。《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中”意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意为
均衡有序，和谐稳定。双槐树的人们将“中”“和”
理念落实在都邑建设中，呈现了以中为尊、均衡
对称的布局，象征并强化了社会权力的崇高性和
礼仪秩序的重要性，意在追求天地万物的调和、
社会成员的安定，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天地人和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的创造，体现了对于天地的尊崇，而这种
尊崇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体现了中华
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追求，正是这一
追求，才使中华文明有了 5000年发展不断地强
大生命力。

最早的古代农桑文明社会
中国古代是以农桑为根本的社会，农业解决

了人们的吃饭问题，而植桑养蚕缫丝解决了人们
的穿衣问题，中国的农桑生产几乎主导了中国古
代社会的整个过程，也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起源于中国的水稻当今以世界粮食总量近三分
之一的比例养育着人们，创造于中国的丝绸不仅
让人们衣着舒适华丽，更是以传播过程中形成的
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的稻粟农业起源于 1万年前已经有考
古发现得到证实，而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丝
绸创造于何时在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找到答案。
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西阴遗址发现了半
个已经炭化了的蚕茧壳，年代距今 6000年前左
右。1978 年在河南莪沟遗址发现了两个距今
7300年前的陶制蚕蛹，这半个蚕茧壳、两个陶蚕
蛹是目前发现的与蚕有关的最早文物遗存，但尚
不是丝绸。

1983 年好消息传来，人们在双槐树遗址东
边青台遗址的瓮棺中，发现了 5500年前的丝绸
纺织遗存，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丝绸纺织
品遗存。这些在显微镜下呈钝三角形的丝为桑
蚕丝，织品是蚕茧进行多粒缫制加工的长丝经纬
纺织而成。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质地轻薄稀
疏，丝缕纤细，已有纱和罗两个品种。引人瞩目
的是，青台遗址出土的罗已经过练染，呈浅绛色，
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经过练染的纺织
物。青台遗址丝绸实物的出土，说明 5500年前
青台人就已经谙熟养蚕缫丝技术，并且能纺织练
染出精美的丝织品，为丝绸织品起源于中国提供
了毫无疑问的实物证据。青台遗址丝绸纺织品
的出土，使丝绸产生的时代得到了廓清，但所用
蚕丝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仍然不清楚。

双槐树遗址揭开了最后谜底。在双槐树遗
址的墓葬内，人们不仅发现了丝绸存在的遗迹，
在内环壕居住区内，人们还发现了迄今时代最早
的骨质蚕雕艺术品。这件用野猪獠牙制作的蚕
雕，长 6.4厘米，宽不足 1厘米，厚 0.1厘米，背凸
腹凹，头昂尾翘，呈绷紧的“C”形姿态，它的身姿
很肥硕，不像野蚕那么瘦小，与现在家蚕结构几
乎完全一致。它的动态不是“S”“L”“Z”形态的
走蚕或其他形态，而是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的

“C”形姿态。牙雕家蚕通身有明显打磨痕迹，目
的可能就是使它更透明、泛黄，接近于吐丝时的

状态。这是一条形象逼真的正在吐丝的家蚕形
象，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双槐树时代，蚕已经
被人工驯化。

双槐树遗址与丝绸有关的文物遗存的出土，
使得丝绸起源的诸多谜团得到彻底解决，它与青
台、汪沟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丝绸实物一
起，证实了 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
已经养蚕缫丝，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
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
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
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
地方还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从
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
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
时代最早的代表。”

双槐树等遗址有关丝绸遗物的发现，毫无疑
义地宣告中国古代农桑社会自此启幕。

最早的兼容并蓄多彩之邦
距今5000年前，中国各地的发展风起云涌，

各个文化区都以自己特有的模式快速发展，呈现
出百花争艳的绚丽景象，庙底沟遗址的花卉彩陶、
西坡遗址的庞大殿堂、凌家滩遗址的精美玉器、牛
河梁遗址的雄浑祭坛、姜寨遗址的向心式布局、河
姆渡遗址的雕刻艺术等标志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
的最新成就，在这五彩缤纷的发展场景中，双槐树
遗址因位居“天地之中”而形成的辐辏天下、八面
来风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各地区文化交流的中
心，双槐树的人们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在汲
取各地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阔步发展。

在双槐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这
些文物中有相当多的文物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
说明这些文物来自周边地区。在双槐树遗址出
土的文物中，有来自东边的大汶口文化的器物，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山东的新石器时期代表性
文化，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陶器，还有精湛的
刻符，双槐树遗址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代表性器
物折腹鼎、背壶等。有来自东南的双墩文化的器
物，双墩文化是分布于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时期
的代表性文化，该文化以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和
陶塑人头像为主要特征，这些刻画符号被认为具
有表意功能，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双槐树遗址中发现了双墩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靴
形器等。有来自南边的屈家岭文化的器物，屈家
岭文化是湖北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
化 ，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彩陶纺轮和陶塑的
红陶小动物最具特色，双槐树遗址中发现了屈家
岭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
及薄胎斜腹彩陶杯等。此外，在双槐树遗址中还
发现了安徽薛家岗文化的折腹杯、上海松泽文化
的折肩折腹壶、重庆大溪文化的陶杯等。

各个文化区代表性器物在双槐树遗址中的
一起出现，形成了一个多彩社会，表明双槐树的
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了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
度，彰显出嵩山地区的文明此时已体现出兼容并
蓄的文化传统，这也成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底色，
使中华文明从形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
也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和文化特性，为
中华文明不断涅槃再生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中华
文明连续性发展的重要特征。

最早的文明时代壮丽绝唱
中华探源工程认为，中华文明是在 6000—

5000年前的古国时代初步形成的，形成的重要标
志是，农业取得显著的发展，手工业开始高技术含
量的专业化，百万平方米都邑的出现，社会阶层发
生严重的分化，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形成，暴力与
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双槐树遗址所呈现的
正是这一激荡人心的恢宏场景，双槐树遗址与此
前各地的遗址遗存相比，无论内涵和形式都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实现了迈向文明的华丽转身。

真正意义上的都邑形成了。所谓都邑，是指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期的产物，它具有庞
大的规模，既是一个区域人们生活、生产、文化、
政治活动的中心，又对周边地区产生重要的影
响。双槐树遗址面积达到 117万平方米，都邑
内仅墓葬就发现 1700余座，遗址面积在同时期
的遗址中规模最大，王巍先生评价：“是黄河中游
地区同时期最高等级的遗址。”双槐树遗址周边
还有一系列的小型聚落，形成了一个众星捧月式
的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庞大聚落群，双槐树遗
址是中国5000年前第一个面积规模突破百万平
方米、拥有三重环壕的庞大遗址，不仅自身规模
庞大，对周边也具有重要影响力，形成了真正意
义上的古国都邑。

强盛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双槐树遗址规模
巨大，工程浩繁，有人计算过建设这样一座都邑
的工程量，仅三条环壕开挖土方的工程量，就达
70多万立方米，还不包括平整台地和修筑防护
墙的土方量。如此巨大的过程，其背后如果没有
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难以完成的，这充分表明，双
槐树古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的
水平，这从丝织品的出现、各类精美陶器的制作
等社会发展景象得到证实。

社会阶层分化形成了。双槐树遗址尽管地
处险要，但是，还是开挖了三条环壕护卫，并且在
内环壕内，又筑起高墙对中心居住区进行特别的
保护，说明已经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有一批
特殊的人群诞生了。此外，从墓葬也可看出端
倪，尽管墓葬内的随葬品没有大的差别，但是在
墓葬位置上，还是有区别的。一些形制规模大、
手握玉钺人的墓葬埋葬在中心墓葬区大型夯土
祭坛的周围，这些墓葬的主人显然与其他人不
同，享有特殊的礼遇。这些情况在过去的遗址墓
葬区中是没有出现过的。王巍先生说：“双槐树
大型围沟聚落，特别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的发
现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较
之于 5800年到 5500年情期间在河南西部的铸
鼎原遗址群所看到的状况更为严重。”

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形成了。在双槐树遗址
出现之前，全国各地区的聚落遗址在平面布局
上，一般呈现环状结构，特别是公共活动空间更
是如此，如西坡遗址中四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在
广场周围的布局、姜寨遗址所有建筑环广场布局
等，彰显了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双槐树遗址的
布局出现了重大改变，高等级建筑群位于正中，
几座建筑同一方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递进。
建筑的布局改变彻底颠覆了原来氏族成员平等
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只有少数权力成员居中而尊
的新秩序。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形成了。 王巍
先生认为：“这样一种呈中轴线对称、前后数排建
筑平行排列的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
度的先声。”

强有力的权力机构形成了。双槐树遗址的
规划思考周密，布局井然有序，建设工程巨大，是
一个浩繁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进
行协调统筹是难以完成的。此外，双槐树遗址建
筑呈现出的全新理念也告诉人们，遗址和建筑的
布局及其形式无不在为权力集团服务，核心建筑
居中面南而建，重要殿堂夯筑高台而立，主要门
庭一门三道，等等，这些迄今首次在中国建筑中
出现的现象，无不是地位、秩序的体现，权力集团
以建筑的形式凸显自己的威严，保持自己不容挑
战的地位。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因形成了。中华文
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五个突出特性。双槐树遗址呈现出全新的社会
气象告诉人们，中华文明重要特性的基因在这一
时期已经形成。 双槐树遗址呈现以人为本、崇
尚实用的发展模式，没有把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
贡献给神灵，没有过分地消耗人力物力，从而保
障了社会再生产的持续运转，形成了向更高级文
明社会不断发展的长久之势，形成了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连续性基因。在迈向文明的浩浩进程中，
双槐树的人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在建筑布局、
建筑式样、丝绸纺织、精神理念等方面创造了一
系列辉煌成就，形成了杰出的创新创造基因。双
槐树的人们在发展进程中，秉承天下大同的理
念，追求社会成员的平等，在双槐树遗址的墓葬
中，没有出现随葬品数量悬殊的情况，这种社会
发展理念，使全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孕育
了家国一体的统一性基因。双槐树遗址居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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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善于创造自
己的文明，也善于吸纳其他地区的先进文明，双
槐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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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蓄的胸怀形成了包容
品格的基因。嵩山地区形成的“天地之中”宇宙
观，体现了对称、平衡、有度的辩证思想，深深影
响了双槐树人，他们采用中轴线的方式实践了

“尚中”的理念，用崇尚北斗九星的敬天行为追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用实施社会成员相对平等
的制度确保社会的平衡稳定，形成了“尚中求和”
的和平性基因。

李伯谦先生豪迈地评价：“双槐树遗址一系
列重要考古发现，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
载的思想观念，给我们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
气象。北斗九星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遗迹
的特点，也为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
和发扬，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主脉有望追
溯于此。”

双槐树遗址——古国时代的绝唱
阎铁成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