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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国家起源之路---简介《中国新石器时代---通向早期国家之路》

作者： （陈星灿）  发布时间： 2005-09-07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澳大利亚国立拉楚布大学考古系教授刘莉的新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通向早期国家之路》（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2004年岁末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为西方学术界开辟了一个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最新进展的窗

口，也为中国考古学界了解西方学者的理论动向和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可资讨论和借鉴的范例。 

    除前言、注释、附录、参考文献和引得之外，这本凡310页的十六开本著作，共分9章。各章的情况简介如下。 

第一章《开场白》，介绍龙山文化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性，它的研究背景及存在问题，同时点出全书的目的及以后各章的重点所

在。第二章《中国第一批复杂社会产生的环境背景》，力图把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二里头时期的考古材料，纳入不断变化的环境背

景中，揭示文化发展和环境互动的复杂关系。第三章《家庭经济和祭祀》，主要通过分析陕西临潼康家遗址的发掘资料，揭示考古所见家庭

(household)或单个建筑层面上所见数千年来经济和祭祀活动日趋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第四章《社区的空间组织和社会关系》，主要讨论新石器时代

聚落内部建筑形式和布局的变化，并进而探究聚落布局变化和社会组织及其动力机制变化的相互关系。第五章《社区的墓葬形式》，通过讨论墓葬布

局、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研究社会关系的转化，及意识形态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六章《中原地区复杂社会的发展和衰落》，通

过地区聚落形态的考察，通过对遗址规模、密度、等级和等级-规模模型等变量的系统、量化分析，了解聚落形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变化过

程，进而考察各地区复杂社会的形成特点和轨迹。第七章《中原以外地区复杂社会的发展和衰落》，运用与第六章完全相同的方法，分别考察陕西和山

东地区聚落形态的变化，及由此所见各地区复杂社会的形成特点和演化轨迹。本章和第六章对地区聚落形态的考察，特别关注环境背景、气候变迁、人

口移动以及人类对内外压力的反应等变量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八章《通向早期国家之路》，通过对不同聚落系统社会政治变化的

考察，探讨中国国家起源之路。主要是考察二里头国家的形成及特点（人口集中、集约的政治和宗教控制、手工业专业化及对外领土扩张等等），并说

明环境和社会两个方面相互关联的多种因素都对国家形成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九章《重建社会过程》，试图重建通向早期国家的复杂发展过程，并检讨

这一过程对一般社会进化理论所可能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该书封后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本书作者对从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前1500年的早期国家时代的考古材料，通过聚落形态和埋葬模式

两条主线，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类学的解读。黄河流域早期国家的形成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其间举凡埋葬制度、手工业专门化、

礼仪活动、战争、贵族物品交换、气候变动和环境变迁等等，尤其受到重视和关注。作者通过西方当代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截止目前为止的中国考

古材料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和评估。强调指出，中国史前社会的变化受环境和社会政治诸多因素影响。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作者试图重建中国早期国家

的发展过程，并讨论中国考古学对于理解一般社会进化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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