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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水源于陕西西南部的米仓山西麓，河源段称漾水，入勉县境内称沔水，自褒河入沔水处以东称为汉水，至安康境，一般称之为汉水上游。 

 

    汉水上游在古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又由于其地缘处在南、北方的交互地带，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此，对该地区早期文

明的发生与发展进程做一些探讨，或许能为我们全面认识长江流域文明尤其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进程提供应有的帮助。 

 

    汉水上游很早已有人类在此生活繁衍生息，汉中梁山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的发现，说明早在数万年前，远古居民就以他们的劳动和智慧在

此创造远古灿烂的文化。 

 

    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老官台文化于此地有良好的发展。其后的仰韶文化遗存，几乎覆盖汉水上游全境，域内遗址分布密集，龙

岗寺等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丰富的遗迹遗物，文化面貌与秦岭以北渭水流域同类文化大同，但具有一些地方特点。“宝山一期遗存”即仰韶文化

中期（距今约６０００～５５００年）遗存中发现的全倒焰陶窑，于技术传统的层面上，在同时期文化中具有十分领先的水平。 

 

    至龙山早期（距今约５０００～４５００年）之时，该地域文化面貌的自身特色渐浓，以至于最终形成以地方性特点为主流的文化面貌，遗址

遍布汉水上游全域。 

 

    约当龙山时代晚期至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本域文化呈现较复杂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来自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因素出现于该地区，给

本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城固五郎庙遗址发现一处祭祀坑遗迹，坑上部置无头人骨架一具，齐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典型陶器同出于其中，遗物

丰富多彩。 

 

    商代中晚期，本域地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以城固宝山遗址商时期遗存为代表的“宝山文化”。该文化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在汉水上游有较普

遍分布。此时期为该地区青铜文化的繁盛时代。 

 

    两周文化遗存目前于此地仅有少量遗物的发现，资料显得薄弱。 

 

    以通常关于“文明”基本含义的理解，可以认为，汉水上游地区文明的发生，大约是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具体表现为此时一些

专门用于宗教礼仪活动祭祀场所的出现，尤其是可能属人祭现象的存在，似乎说明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部分人拥有生杀大权的情形发生，阶

级已经出现，或已迈入早期文明的门槛。 

 

    大约自商代中期始，一支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宝山文化），在该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并形成了宝山一带的政治、文化中心，该文化族体的社

会分层明显，重视神祀之事，精于青铜冶炼，经济、文化发达，已进入较高级社会发展阶段，其历史已被记载于当时的文字资料中。 

 

    西周时期，大一统的周文化虽然强有力地辐射到该地区，但该地古文化仍然保留自身的传统，沿着自己的文明轨迹前进。春秋战国时期，目前

考古学能提供给我们的资料相当有限，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认识。 

 

    汉水上游文明的发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基本是同步的。 

 

    外来文化的进入，促进和加速了本域文明的发生与进程，至少目前掌握的信息，反映出这样的情形。 



 

    严格以所谓文明三要素即城市、文字、金属冶炼这几方面内容来规范，汉水上游早期文明不具备其典型要素的物化表现，即使文化内涵较为丰

富的宝山文化，至今也未有城墙遗迹的发现，文字方面也不能得到确认，但其文明的内在特质却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上述种种，恰好使我们认识到该地区早期文明的特征，也为今后进一步探讨此方面情况提出带普遍性的问题点。 

 

    做好区域文明研究，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构建中华大文明体系，一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2006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21日日日日7版）版）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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