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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道中庸 尚平和 人如玉——探寻中国文化的基因及起源

发布时间：2021-08-09 文章出处：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陈胜前

　　近日，由我所著的《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一书，交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

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探寻中国文化的基因及其起源的著作。

西藏日土县岩石上的动物图

　　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严格论证中国文化基因起源的学术著作，而是以之为中心的一系

列文章的集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考古学的视角；然后进入正题，讨论文化起源，即从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才可以谈文化基因；接着讨论中国文化基因最重要的背景——农业与文明起源；

最后讨论文化基因的形成与传承。这中间还穿插着一些若即若离，但趣味性可能更好的文字。

　　前人有云：“道尚贯通，学贵根柢。”为了能够实现形散而神不散的目的，我以“中国文化基

因的起源”来统领全书，不仅因为它是本书所希望探讨的终极目标，也因为它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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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什么是“文化基因”？是什么东西定义了“中国”？“中国”文化基因源自何处？其中

有哪些优秀的部分？如何传承？如果读者阅读此书，能增进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那么我的写作，则

并非全无意义的。

　　“文化基因”：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所谓“文化基因”，是指长期存在的某种文化特性，它决定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从长时段来考察，可以发现，文化基因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人类文化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的，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与人类能力的成长密切相关。

《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陈胜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跟动物相比，人类一项特别突出的能力就是能够制造工具。当前，考古学已经把人类最早的石

器追溯至距今300多万年前，从简单的石片、砍砸器开始，发展到两面加工、形制对称的手斧，再

到预制台面技术出现，按照规划打制出特定形制的石片，再到可以生产形制标准的石叶、细石器。

石器技术越来越复杂，效率也越来越高。

　　大约在距今30万年前后，人类祖先的语言能力有了突破，人类社会交往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转变称为“社会革命”。

　　再到距今7万年前后，人类开始有了艺术品，这又是一个标杆性的发展，它表明人类文化有了

精神内涵。

　　从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人类文化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完整面目。

　　我们说的文化基因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当我们说起文化基因的时候，最早可以追溯到旧

石器时代晚期或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

　　文明起源：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

　　回望历史，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中国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华夏文明）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存

在。

　　一般说来，中国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良渚、石峁、石家

河、红山、陶寺以及中原地区一系列的重要遗址，不仅可以确认中国文明的历史超过5000年，而

且还发现中国文明的早期渊源更加久远，就像我们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高庙文化遗

存中所看到的那样。

　　对中国文化基因影响最大的是农业起源，因为农业（包括畜牧、游牧在内）是文明的经济基

础。

　　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人类适合驯化的主要动植物都分布在温带地

区，这里物种数量虽不如热带丰富，但是种群的规模大，适合驯化，而且因为存在资源的季节性，

也迫切需要能够提供储备的农业。把新大陆（人类进入晚，缺少可以驯化的动物）与南半球（非

洲、澳洲土壤贫瘠，缺乏相应的物种）排除，就剩下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其中欧洲的温带主要为



地中海占据，最后，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区域只剩下西亚的新月形地带与中国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

区。

　　在中国，史前农业最早起源于两大区域：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确切来说，是华北与长江中

下游的山前地带与盆地边缘地区。此后，史前农业开始逐步向平原地区扩展，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

平坦、更肥沃、更容易灌溉的田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域辽阔，中国文明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由单点发生而后向周边扩散

的模式，而是群星璀璨，逐渐向中心辐聚，逐渐融合。

　　换句话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最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不是我们后来熟悉的以中

原为中心的文明模式。距今8000年前后，在华北（包括北方边缘地带）、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

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围绕这些文化形成了若干个文化区。辽西孕育了红山、江汉孕育了石家

河、长三角孕育了良渚、北方边缘孕育了石峁、巴蜀孕育了三星堆……这些早期文明，有的侧重宗

教礼仪（如红山），有的侧重水生资源利用（如良渚），有的侧重农业生产（如中原），还有的可

能侧重商路交换（如石峁）。相较而言，中原反而不那么显眼，但中原地区农业基础更加厚实稳

定，在周边文明实验结束之后，这里崛起了真正长盛不衰的文明。

　　精神内核：勤劳、包容、平和、合群、雅致

　　1万多年的农业时代，5000多年的文明史，给中国文化留下了难以抹除的深层结构，尽管经历

了近现代的改造，但有一些品质深嵌在我们的精神内核中。

　　中国所在的这片土地，雨热同期，尤其是稻作产量比较高，能够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当然，

它所需要投入的劳动也非常惊人，挖掘沟渠、平整土地、翻耕移栽……习惯上说，农业是靠天吃

饭，而在农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唯有勤俭，才能发家。因

此，勤劳是构成中国文化的第一美德。关于中国人的勤快，外国学者的观察也许可以作为良好的佐

证。1910年前后，俄罗斯地理学家阿尔尼谢耶夫带队考察外乌苏里山区，这里居住有中国人、俄

国人、朝鲜人等，是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可以考察不同群体的文化特性。他在《在乌苏里的莽林

里——乌苏里山区历险记》中写道：“中国人的进取精神令人惊讶。他们有的猎鹿，有的挖参……

只要有一座房子，便有一种新的营生……只要能使财源不断，他们是不怕花费力气的。”中国的吃

苦耐劳是写在“基因”里的。

　　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文化基因比吃苦耐劳更突出、更稀有，那就是包容。历史上的中国统一局面

远多于分裂，其中文化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无疑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

突，最终都为文化包容所化解。当代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在因宗教矛盾而对立，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就

解决了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前中国开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打破宗教信仰、阶级出身、血缘世系、

地域乡土以及族群认同上的限制，把差异巨大的社会统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学者马克斯·韦

伯、弗朗西斯·福山都把中国视为最早的现代国家。欧洲继承的是古希腊的文化基因，而古希腊文

明的特点是城邦林立，各自独立。而中国作为原生文明，早在5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中原逐鹿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也包含着无数的冲突，但最终通过包容融为了一体。包容给今天的世界

留下了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包括广大的疆域、巨大的统一市场、丰沛的人力资源，以及丰厚的文化

遗产。对中国人来说，北方白雪皑皑，南国烈日炎炎，西边黄沙漫漫，东部烟雨蒙蒙，人们已习以

为常。

　　长期的农业历史还造就了另一个关联的文化基因——和平或称平和。中国文化尊崇的道德典范

是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玉作为代表性的物质，就很好地表征了中国文化包容与平和的

特性。中国是玉文化的故乡，近万年前就开始用玉。玉的特性温润，虽然品质坚硬，但色泽柔和。

中国人也喜欢用玉来形容君子之德、女性之美。这一文化偏好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扬。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外界的欲求非常有限。儒家思想反对暴

力，“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绝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游牧群体对中

原农业社会的劫掠，中原农业政权为防御而战；另一类是农业社会的内部动乱，底层农民受到的压

迫剥削太重，难以生存，于是揭竿而起。近现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通过社会革命来扭转乾坤，战

争还是为了抵御外侮。和平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非不得已，中国不会诉诸武力。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合群。上万年的农业生活，强烈的家乡、宗族观念形成一个个关系密

切的群体，不合群的人是难以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也正因为合群，中国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难被同

化的族群之一。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有社群存在，所以文化不容易丧失。合群影响到中国文

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那就是集体本位，与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

　　作为身处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我们看自己，不大容易注意自己的特色，也就难以发现哪些

是有意义的文化基因。20世纪20年代初，哲学家罗素在北京访问讲学一年多，与许多中国知识分

子交往，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他注意到一个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中国特性，那就是雅致。琴

棋书画诗酒花，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为数千年来积淀的文化意义所渗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分享到：

动月黄昏”，中国人可以欣赏素墙上梅花的阴影，可以沉醉于若有若无的画像。中国人对美的欣赏

是微妙的、细致的，有特别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中国人写诗若不含一些典故，那么就会少许多意

蕴。中国人练习书法，若是笔法没有古代书法的痕迹，那么纵然能够把字写得非常工整，也不会有

人欣赏。中国人的雅致建立在对深厚历史文化的酝酿之上，仿佛酒一样，越陈越香。这也可以追溯

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玉石的爱好上，玉的美就是含蓄的，含蓄也成了中国审美的特征。

　　现实命题：考古不仅是对村庄和古物的考察

　　谈论文化基因这样一个命题，多少有点危险，因为容易陷入种族主义的囹圄，或成为极端民族

主义的宣传。但是，笔者以及《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一书，是将文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学习

与适应的产物，所有群族都可以共享，没有先天的不可约通性。正是基于此，有关文化基因的问

题，在笔者看来，是可以讨论的。文化基因论本身，是当代考古理论中达尔文考古学范式的一个分

支，并不是学术的禁区。

　　再来关照我们自身的情况。中国有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领海，超过二百万年的人类历

史，超过5000年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周边地区有长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通过陆上和海上

丝绸之路与沿线的国家、民族都有往来。我们不能让中国考古学研究，看起来像是对一个村庄的历

史考察、对一些古旧物品的展示。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认识我们的文

化，做一些理论上的梳理。

　　当代学术发展日益规范化，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学术规范增强的同时，思想性却也受到

了一些伤害。如今我们容易看到学术规范的论文与著作，可惜我们从中看不到思想的魅力。我之所

以看重这本小书，除了敝帚自珍之外，还因为它记录了我的思考。也许它的学术性并不一定那么规

范，但它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我对挖掘中国文化基因及其起源，做的一些原创性的工作。（作

者：陈胜前，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史前的现代化》《思

考考古学》《人之追问》等著作）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21年08月09日15版）

友情链接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100101）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kaogu.cssn.cn/zwb/yqlj/
mailto:kaogu@cass.org.cn
http://www.miitbeian.gov.cn/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1274039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