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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新石

器时代是一个原始社会的概念。2019年7

月6日，良渚古城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

千年文明得到世界公认。

良渚古城：选址理念、内
外城、辉煌的宫殿

良渚文化核心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

地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良渚古城则是它

的都城，古城布局遵循《吕氏春秋》中“择

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的理

念。坐落在大雄山和大遮山之中，若以宫

殿区为原点，三公里为半径画圆就是良渚

古城的王城范围。

良渚古城分内城与外城。内城中心的

宫殿区，东西约630米，南北约450米，人工

堆砌的土台高度约12-16米。内城墙用2

个自然小山作为东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对

角。2007年被发现时引起极大轰动，因为

其面积有300万平方米，约4个故宫大。经

过勘探，发现城墙不是一条笔直的线条，而

是随地势存在曲折蜿蜒。四面城墙各有2

个水城门共8个。南面有一个陆地的城

门。北城墙保存得最好，至今还有4米多

高。建城墙的石头从山上搬来，土也取自

山坡。城内外河网密布。

2010年，又确立了外郭城面积有630

万平方米，约8个故宫大。

宫殿区莫角山西面则是反山、姜家山

等贵族墓地，这是一个非常规范、有序的布

局，因为西面和东面是一种生死概念。反

山位于城西北角，1986年首次发现有贵族

墓地，共清理了9座良渚早期墓葬和2座良

渚晚期墓葬。1987年和1991年，又相继发

现了反山附近的瑶山和汇观山上有尺寸、

结构相同的贵族墓地和祭坛。

在良渚古城申遗前，我们对莫角山土

台进行了钻探与发掘，在上面找到了35

座房基。当时是先堆一个30万平米的高

台，在其上又堆了3个小高台，叫大莫角

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相对高度约4至5

米。小高台之间有个沙土广场，是当时的

活动场所。

宫殿区三面都找到可抵达边缘的古河

道以及码头的遗址。

良渚玉器：标识身份、权
力，并祭神

良渚文明特点之一，是以玉来标识身

份、祭神，玉代表权利和信仰。

1973年第一次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

址发现了良渚随葬玉器大墓，其中有《周

礼》中记载的玉琮、玉璧。下面选几种加以

解读。

第一种是代表良渚神徽羽冠的冠状

饰。它呈现出头戴羽冠的人形，下面是鸟

爪，中间是兽面，表示人和动物合体的造

神，与《山海经》里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类

似。良渚所有贵族墓葬里的大小首领都要

戴一个玉制仿羽状饰，巫师和首领以此表

示自己是神的代言人。

第二种是代表着王权和君权的玉钺权

杖。在反山、瑶山的贵族墓葬男性都会随

葬玉钺，作为武器的权杖上端和下端都镶

了“舰形饰”，象征着纵向观看是对折起来

的神像帽，喻示王权神授。甲骨文“钺”字

的象形字，后来被假借为“王”字，林沄先生

专门论述了“王”字起源于钺。这是一个非

常高级的设计。

第三种是神徽载体的巫师法器玉

琮。玉琮王四面竖槽里各刻了上下两个

神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将它做得立体

化，于是就把鼻子部分加高，变成了一个

外方内圆的方形。鼻线逐渐加高，纹饰

逐渐简化，良渚之后就变成没有纹饰的

玉琮了。

第四种是良渚晚期祭神主材料的玉

璧，其上会刻上祭神的符号，《礼记》将它纳

入六瑞系统，“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礼天礼地的玉

璧玉琮都是良渚人所发明。

良渚古城生活：食、住、
行、水利

在宫殿区南面的高地池中寺，发现了

1万平米左右的储备粮仓，该地被烧毁的

稻米约有20万公斤。2010年在距离良渚

古城东面约20公里的余杭茅山遗址（现位

于临平区），发现了5万多平方米的大型稻

田区。

古城内发现的古河道钟家港加起来大

约30公里长，有8个水城门。在古河道里

发现良渚人制作的护岸，所用木头粗细和

间距都一样，可见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工

程。河道里出土了许多有机物质，有不同

种类的植物，如桃子、甜瓜、柿子、芡实、菱

角、李子等。也发现了精美的漆器觚形杯，

属酒器一类，其他漆器上还会镶嵌玉器，这

体现了贵族们非常精致的生活方式。良渚

时期的陶器也很发达，泥质陶大部分是黑

陶，也有少数红陶或者彩陶。

2010年，在位于外郭城和内城中间的

美人地遗址，发现良渚时期的河岸是木头

所做，发掘时保留的高度还有1.7米。做法

类似现在修铁路，在底下先铺枕木，其上架

一根大木板，再立木头。可见临水而居的

惬意生活。

良渚古城拥有非常发达的水利系统。

古城西北面已发现了11条水坝，这几年又

有新发现。经过碳-14测年，确认水坝距

今约4900-5100年。高坝和低坝组成了一

个完整的水利系统，形成的库区面积大约

14平方公里。良渚水利系统比有史书记

载的大禹治水早了一千多年。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和整个古城大

的土石方约有1000多万立方米，要组织这

样超大规模的工程，应该是已具备国家形

态了。

在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在长

江下游发展为广富林文化和钱山漾文

化。在此后的龙山时代，良渚玉琮向北扩

至陕甘青，向南抵广东石峡文化。山东五

莲丹土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延安卢山峁

遗址、榆林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琮都与良渚

玉琮有关。在商代殷墟妇好墓、成都金沙

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也都发现了良渚

式的玉琮。

因此，通过良渚古城可看到距今五千

年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通过其

玉器的流变传播，可看到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形成过程。

和良渚遗址相比，南佐遗址还只是一些

前期的有限发现。

它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泾河

两个支流之间的黄土高原最大塬地董志塬

上，附近有陇西的大地湾遗址等，南佐是同期

中最大的一个中心聚落。它在1957年调查

发现，上个世纪做过两阶段6次发掘，主要是

发现了一座建筑面积七八百平方米的大房

子。从2021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了第三阶

段的发掘。

30万平方米核心区，环壕
是大型水利工程

南佐遗址仰韶晚期遗存分布较密集的范

围约有600万平方米。有几项重要发现：

第一，发现了由9座夯土台和外侧两道

环壕组成的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北边

的圆形台面积最大，直径约50多米，东西侧

各有4个边长为40米的台。

这9个台像9座金字塔一样，初步推测圆

形台是祀天的“天坛”，东西八台或是祭地的

“地坛”，现存仍有5-7米高。而宫殿区面积

加起来只相当于两个台子大小。台子外面有

内环壕将其环绕成方形或圆形，外面还有外

环壕。台子内侧通向中轴大道处（现已水土

流失变成大沟），有一条近百米长的台阶状坡

道，通向台子上方。推测其余台子都有道路

和中轴大道相连。

对西3号台西侧的壕沟进行解剖，发现

壕沟局部宽20米，深10米，台子侧壁和底部

有2-4米厚的夯土，像南水北调渠一样，显然

里面经常流水，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水利工

程。我初步估算，9个台子内外环壕加起来

至少长达5公里，这样大规模壕沟的修建，至

少需要5000人一年时间才能完成，还不算后

勤配套。

最早最规范的中轴线布
局“宫城”，像紫禁城

第二，发现了中央部位布局严整、中轴对

称的“宫城”。这两年我们做出了夯土宫墙，

发现了最早的瓮城。宫城面积3600多平方

米，加上“护城河”约有上万平方米。

宫城中央是一个建筑面积七八百平方米

的夯土墙的大殿。大殿有一个中轴线，从宫

城的北端通向南端，走向是自北向南穿过大

殿两个大柱子中间，穿过大火坛、中门，穿过

宫城南门，再向南可能连接中轴大道。这应

该是目前发现最早且最规范的中轴线。整个

宫城布局看起来颇像紫禁城，东西两边各有

侧室或侧殿，总体是中轴对称结构。

宫城南门两侧有柱洞，一侧还有门塾，内

有火塘。所有房间的墙都是版筑很好的夯土

墙，保存至今还有2米高，地面和墙壁都用白

灰装修，火塘也都是白灰面。有一屋内地上

有长凸棱把房间分为两部分，一边有猪下颌

骨、陶器等，可能是祭祀场所；另一边非常干

净，可能住人或别的功用。这样的室内分隔

布局也是首次发现。

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
的大型宫殿建筑

第三，发现了五千年前中国规模最大、

保存最好的大型宫殿建筑。建筑面积700

多平方米，室内面积580多平方米。宫殿分

前后两部分，前厅部分三排大柱子，每个柱

子直径80厘米；过了三个门是殿堂部分，中

心大火坛直径3.2米，相当于两个人的身长，

后面两个顶梁柱直径1.7米，还有很多结构

非常复杂的附壁柱，这样规模宏大的建筑是

前所未见的。

南佐遗址可分早、晚两期，整个大殿主要

是早期使用。后来大殿空间和所有的房间全

部都被夯填起来，形成数千平方米的大夯土

台。距今4800年左右在上面建了晚期建筑。

白陶、黑陶等制作技艺高
超，与长江流域有交流

第四，在宫城东边祭祀区发现了大量制

作水平高超、高等级的祭祀器物。

东边祭祀区的器物，包括一组9件60厘

米高带有盖塞的酒瓶子——小口平底彩陶

瓶，这种又能盖又能塞的瓶盖塞还是首次发

现。发现了数百个箍白泥附加堆纹的陶罐，

在其他地方很少见。

还发现了一些在黄土高原罕见的白陶。

一件带盖的白陶簋最薄处仅一两毫米，制作

水平非常高，而白陶原料之一瓷石主要分布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发现了黄土高原很罕

见的光亮的黑陶，其渗碳技术最像良渚文

化。所有陶器烧造温度大多1000℃以上，新

石器时代一般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下。

绿松石的原料更可能来自长江流域。发

现了中国年代最早的红砖，专门模制后烧制。

第五，发现了大量炭化水稻。在祭祀区

发现了几百万粒水稻，约有一二百公斤。是

来自长江流域还是自我种植，目前尚无最终

结论。

南佐都邑性聚落的发现表明，距今5000

年前后，陇东地区已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

会阶段，这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上中游、黄土高

原对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关键地位，对实证中

华文明五千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红山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从距今6500

年至5000年，时间跨度1500年，空间分布超

过20万平方公里。今天以正在发掘、研究的

牛河梁遗址为重点，由点带面来讲述红山文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根系、中华礼制的起

源点。

旧识：坛庙冢体系的确立

1983年，考古界前辈们对牛河梁遗址发

掘，确认了早期的16个地点。虽然目前新确

认遗址点已多达67处，但这16个核心地点因

确立了坛庙冢学术体系仍独具价值。

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由天然的六棱石

柱围成的圆形遗迹有直径不同的三个同心圆，

逐级升高形成了三个台阶。相邻同心圆的直

径比正好是 2，根据冯时先生的测算，分别对

应冬至、春秋分和夏至，与地上所观测的太阳

的运行轨迹相同，推测应是祭天用的坛。坛位

居整个遗址区偏南侧，与后世的礼仪制度——

北郊祭地南郊祭天也完全吻合。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1号建筑址就是

带有彩绘壁画装修的女神庙。

冢是红山文化比较重要的发现。

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为例，从西往东

依 次 有 6座 冢（其 中 3号 冢 后 被 确 认 为

“坛”）。冢内有大、中、小型墓葬。1号冢中心

大墓M26的一侧是有6级阶梯的墓道。商周

时大墓都有墓道，一侧带阶梯的墓道开了中

国墓葬制度的先河，在距今5000多年的牛河

梁就已看到滥觞。大墓随葬的玉器非常精

美，如玉器组合——勾云形玉器、两件玉鳖，

两件璧，一件镯，一件鼓形箍。又如16地点

中心大墓M4墓主人头下所枕的禽类形状的

器物和腹部双手放在胸前的站立玉人组合，

彰显了墓主身份。

中型墓葬规模小一些，小型墓仅能容身，

几乎没有随葬品。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以“红山文化坛庙

冢，中华文明一象征”肯定其对中华文明的作

用。“唯玉为葬”显示红山文化中已出现玉礼制。

新知：牛河梁遗址新发现

在结构布局上，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最

早确认有功能相异的四个建筑址，分别是女

神庙、品字形山台、陶片窝和有密集柱洞、火

塘的75平米房子，随着2017-2020年、2021的

深入研究，发现这些建筑是经过设计的统一

整体。

品字形山台被重新划分为8座台基址，

最近又在通向女神庙的位置发现了9

号台基，女神庙就坐落其上。结合调

查、试掘的成果，整个台基建筑群已

达近10万平米。在5、6号台基之间的凹陷

地带发现了一条通向女神庙的通道，通道两

侧是对称排列、用石头垒砌的挡水墙和向东

南、西南两侧延伸的长排水沟，旨在洪水爆

发时保护女神庙和9号台基。

女神庙是南北狭长型建筑，其北侧有一

条与其方向一致的斜坡状通道，以这条通道

中心为轴线，5、6号台基址及其南侧的“八字

形”挡水墙和排水沟形成了东西对称的布局。

2022年在女神庙的北边和东边各打了一

条探沟，确认9号台基残存垫土的深度不低

于3.5米，这意味着红山人用人力通过垫土、

砌石完成了改造了整个山脊的自然地形的巨

大工程。

其次在台基建筑上发现了不少祭祀用

遗物。发现了陶缸组合，附近还发现了燎祭

遗存，出土了炭化的栎果、胡桃和经过火烧

的玉料。

再思：对新发现的再解读

基于新发现，对于牛河梁在精神层面的

礼制建设可有再解读。

文献和古史领域显示中国礼制有四个特

点：祭祀主体等级不同，祭祀场所规模不同；祭祀

对象不同，祭祀方式不同；祭祀对象等级不同，祭

品种类、组合不同；玉礼器显示身份等级。

有学者认为中国有很长的巫觋传统，也

有学者试图用萨满来解释红山人的信仰体

系，也有学者认为萨满就是中国的巫。巫术

是准宗教现象之一，起源于早期原始社会，它

力图影响或者控制客体。对待神灵的方式是

强迫或者压制神灵，而不像宗教取悦或讨好

他们。从宗教发展史角度来看，红山的信仰

体系已经完成了脱巫、进入了以献祭、乐舞取

悦讨好神灵的古代宗教阶段。

由此看，东山嘴是牛河梁附近的区域性

礼仪中心，规模比牛河梁小很多，当时已形成

不同的祭祀主体，规模不同的

祭祀场所。燎祭、祼礼、瘗埋等

各种祭祀方式的出现，说明已

形成了祭祀对象不同、祭

祀方式不同的体系。比

如，燎祭遗迹中出

土的碳化果实，应

是 燎 祭 的 一 种 燃

料 。 祼 礼 是

“以酒灌地以

请神”，用来敬祖先的。陶缸组合中的圆陶片

就是祼礼组合的实物证据。以胡头沟和牛河

梁遗址墓葬随葬的玉器做比较，同一种玉器

在体量、质量上都有显著的差异，足以说明玉

礼器在象征身份、等级、地位上的重要作用。

综上，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社会有如

下特质：

其一守正创新。在不晚于距今5500年，

完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次制度创新，以祭

祀礼仪、玉礼器使用为核心，形成了整合红山

社会的制度。

其二以文化认同形成兼容并包的弹性社

会，上层礼制基于等级的一致性，生活聚落表

现出来多样性。

其三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红

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有密切交流，取长补短。

其四影响深远。天神、地示、人鬼的古

代宗教体系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以

玉明礼、以玉比德的玉礼制、玉文化到后期

扩展至整个东亚地区。可见，以牛河梁为代

表的红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特质的

源头之一。

2022年12月24日下午，第159-3期文汇讲堂“5000年的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由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良渚古城发现者、发掘主持刘斌，中国人大历史学院考
古文博系教授、长江学者、南佐遗址发掘主持韩建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
河梁遗址发掘主持贾笑冰受邀线上演讲。澎湃新闻网提供特别支持。

左边分别为刘斌、韩建业、贾笑冰。右边图①为良渚古城布局，图②为南佐中轴线布局的宫城，

图③为牛河梁墓葬的玉器显示出等级 整理李念 金梦 版式：李洁

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早期国家
刘斌韩建业贾笑冰讲述良渚古城、南佐遗址、牛河梁遗址的建筑布局与精美器物

韩建业：南佐都邑，最大中轴线布局宫殿

贾笑冰：牛河梁祭祀礼仪完成史前首次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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