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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孕育、诞生，并成
为世界上几个最重要的历史悠久而又独具特色的原生文明之一。她汇聚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渐成长
、壮大，至今仍然生机勃勃，吐故纳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宝贵财富。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追寻中华文明起源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探寻中华文明的
源头不但是中外学术界历久弥新的课题，更是每个中华儿女热切关注的焦点；不仅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构建和谐社会、促进
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文明起源于远古的史前时
代，依托多种自然科学技术支撑的考古学自然成为探源的主要手段。经过历代考古学家，及其他人文
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努力，至20世纪末，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仍然存在大量
有待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华文明何时形成、如何形成、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等一系
列重要问题都远没有得出一致的认识。因此，自2001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领导下，在科
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委的组织实施下，开始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的
即是充分揭示早期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回答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和
机制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进而通
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至2008年底，已经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和“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二）”三个阶段的研究，并将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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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1)(套装上下册)》选录了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以
来，已经发表的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相关的社会与精神文化领域的考古学研究论文，内容涉及
考古学理论、聚落考古、历史学、地理信息系统、体质人类学以及年代学等方面。《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1)(套装上下册)》适合考古学、历史学、年代学以及人类学等研究人员和高
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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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兴隆洼文化的墓葬资料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居室墓葬，将死者埋在室内特定位置，多数房址
埋人墓葬后继续居住，墓口上的踩踏面与周围的居住面通连。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为单人葬，
也有少量双人合葬墓。兴隆洼一、二期聚落、兴隆沟聚落和查海聚落的部分房址内均有发现。兴隆沟
聚落还发现少数房址在居住面上埋葬死者的现象。二类是将死者埋在聚落的中心位置，仅见于查海聚
落。三类是将死者埋在聚落附近的山丘顶部，墓口上有积石，仅见于白音长汗聚落。这三类墓葬均代
表少数特殊死者，与居住区相对应的集中埋葬普通社会成员的墓地至今尚未发现。从出土遗物看，主
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骨梗石刃器、蚌器等。陶器均手制，采用泥圈套接法成器或直接捏制
而成。主要器类有罐、钵、杯、盅等。器表多分段施纹，不同时期纹饰的种类和组合关系有明显的变
化。以陶罐为例，一期陶罐颈部多施凹弦纹带，肩部附加细泥条堆纹，主体纹饰多为短斜线交叉纹，
还有短斜线纹、横人字纹、窝点纹等。二期陶罐颈部施凹弦纹带，肩部多附加一周凸泥带，主体纹饰
仍以短斜线交叉纹为主，新出现了之字纹、席纹、横带状网格纹等。三期陶罐颈部和肩部的纹饰无明
显变化，主体纹饰中之字纹占据主流。石器的加工方法分为打制、磨制、琢制、压削四类，以打制石
器为主。典型器类有亚腰形或长方形铲、斧、斧形器、锛、凿、刀、球、饼形器、磨盘、磨棒及石叶
等。作为主要的掘土工具，西拉木伦河以北多为长方形石铲，以南则流行亚腰形石铲。玉器数量较少
，多出自墓葬内，环状玉块和长条状玉匕形器是两种最典型的器类。此外还有短管状玉块、管、弯条
形器、小型斧、锛、凿等。动物造型的玉器仅知白音长汗遗址M7内出土1件玉蝉。骨器有锥、针、匕
、刀、笛、鱼钩等。骨梗石刃器有一侧或两侧嵌石叶的镖、刀。蚌器有圆形或长条形的刻纹蚌饰，还
有利用自然蚌壳作工具使用，一侧有磨痕。此外，较重要的出土遗物还有白音长汗聚落F19内出土1尊
通高36.6厘米的石雕人像，兴隆沟聚落内出土5件带有镂空或刻划线纹、窝点纹的圆形或方圆形的人头
盖骨牌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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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集选编的文章，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为主，也兼顾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的成
果。本集的重点是各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第二阶段聚落形态研究的六大重点区域——辽西地区，黄
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都有不少深入的讨论，这里选编的只是其中的部分成果。其余还有
不少文章，是从宏观上讨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但也多以聚落考古的收获为基础，也应算作聚落考
古的成绩。聚落考古的成果主要体现为调查和发掘研究报告，但由于体例的关系，这部分的内容没有
包括在内，希望以后单独成编。应当说明的是，年代学的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应单独结集，但由于新的年代数据目前多还没有正式公布，而已经公布的研究成果，还无法单独编
成一个集子；更为关键的是，年代学和社会与精神文化课题的研究，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所以现在也
把年代学的成果纳入本集。由于选编者的水平有限，加之选编的时间很短，本选集肯定遗漏了不少优
秀文章。好在我们这个选集还要编下去，希望以后能够把漏掉的优秀文章选编进来。我们在此感谢提
供论文的各位同行。王明辉为本文集的编辑出力尤多，是我们特别需要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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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1)(套装上下册)》将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个阶段部分成
果进行汇编。它汇集了工程下设的年代、环境、技术与经济、精神与文化等各个课题的主要收获。文
集将按照论文、专著、报告、译著等不同体裁分设甲、乙、丙、丁种出版发行。这些成果汇编既是向
所有关心中华文明起源的社会各界的汇报，也充分展示了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解决中华文明起
源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广阔前景。 “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 甲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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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关于中华文明源头的论文集
2、相当好！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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