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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一个

重要的上古文化区系，因其在文化类型和地理

空间上的特殊地位，使之在华夏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的形成、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流，

以及“彩陶之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

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枢纽地位。自 1924年瑞典

人安特生发现甘肃临夏广河齐家坪遗址以来，

齐家文化一直是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美术史学

者的讨论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齐

家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 20 世纪

50年代至今，考古人员仅在甘肃就发现齐家文

化遗址 2700多处［1］。

通过考古发掘和归纳研究，基本确定了其

年代范围，初步探明了其空间分布范围。然而

对齐家文化的族属、齐家文化的来源、齐家文化

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及发展去向等，还有进一步

探讨的余地。中国的考古学，受到传统金石学

的影响很深，最初只重视器物文字。近代以来，

更是完全接受西方考古学的学术规范，重视遗

址发掘和器物类型学，较少关注文献记载。进

入 21世纪，西方考古学也出现了理论转向，随着

环境考古学、公共考古学的兴起，中国的考古学

也面临着理论范式的创新，学科交叉融合成为

大的趋势。对齐家文化等上古文化的研究也理

应如此。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齐家文化研

究的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管见，向方家求教。

一、齐家文化的时地范围及特征

齐家文化分布在西汉水和黄河上游的渭

水、洮河、大夏河、湟水中下游地区，以今天的行

政区划，东起甘肃庆阳市宁县，西至青海湖北

岸，南抵甘肃陇南市文县，北至内蒙古阿拉善右

旗。地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四省（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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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齐家文化年代与中原夏代纪年时间大致相当，其年代上限或略早于夏代，其空间范围主要分布在

长江上游支流西汉水流域和黄河上游的渭水、洮河、大夏河、湟水中下游地区，地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四

省（区），东西跨度800多公里。从已经发掘的数千处齐家文化遗址（墓葬、聚落等）及遗物（陶器、铜器、玉器、骨

器等）来看，其文化形态由于其所处空间位置的“枢纽”地位而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既有黄河中下游地区文

化的因素，又吸收了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而创造了这一文化的齐家人，其构成则当以考古学中的马家窑人或

文献记载的以西羌为主体而吸纳了周边不同族群的人。从河湟地区广为流传的夏禹传说及以“夏”命名的地理

和民俗意象来看，齐家文化也曾与中原夏文化一样，经历了上古中国文化“满天星斗”“群星熣灿”的辉煌期，但

是终因气候和其他因素，在“月明星稀”的大背景下融汇到了“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大格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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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跨度 800多公里。据晚近以来的考古及研究，

“夏商时期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以黄河

上游的齐家文化和下游的岳石文化为最早，可

以追溯到 20世纪 20年代至 30年代初。但关于

齐家文化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推定，经过一

段相当长的过程”［2］6-7。“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

区晚于马家窑文化的史前文化遗存。其年代与

中原地区夏代纪年相当。因最早在甘肃省广河

县（旧称宁定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齐家文

化的绝对年代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已大体明确。

经测定的木炭等标本共 6个……测定结果（指高

精度校正数据）为：公元前 2183年（上限）……至

（公元）前 1630年（下限）……同中原夏代纪年范

围大致相当，其年代上限或略早于夏代。”［2］535-539

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而早于辛店文化和

卡约文化。

齐家文化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经历了较长

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其独有的特征。就整体而

言，从已发掘的灵台桥村、天水西山坪、永靖大

何庄、乐都柳湾、武威皇娘娘台等处的考古学遗

存方面来看，其核心特征如下：第一，聚落遗址

有以白灰面为主的建筑群，其中有窑穴和石块

堆成的圆圈祭坛；第二，陶器、玉器、铜器、骨器

并存，陶器器型组合以双耳大罐、高领双耳罐、

侈口罐、盆或豆等为主，器表图案有绳纹、篮纹

等，彩陶以红彩和紫红彩为主；玉器有琮、璧等

礼器与环、珠、绿松石、笄等装饰品；第三，铜器

以红铜为主，有锥、刀、环、斧等；第四，石器有磨

制的石斧、铲、锛、刀、磨棒、磨盘等石器群［2］5398。

上述几个特征是学者们都公认的。

因为齐家文化时间上延续 500多年，空间上

东西相距 800多公里，因而又可以大致区分为东

部、中部、西部三个类型。东区主要在泾水、渭

河和西汉水上游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水师

赵村和七里墩遗址。东区以素陶为主，不见彩

陶。有玉礼器璜、璧、琮等。中区即黄河上游、

洮河、大夏河流域，最典型者为甘肃永靖莲花乡

秦魏家遗址。陶器以红色和红褐色为主，素面

和有绳纹、篮纹等纹饰者共存。西区即黄河上

游青海境及湟水、隆务河流域，以及河西走廊，

最为典型者是青海乐都柳湾和甘肃武威皇娘娘

台遗址。西区的最显著特征是红铜器和彩陶。

彩陶器多为黑色或紫红色，纹样有三角纹等几

何纹、蕉叶纹、变形蛙纹等，器形除双耳罐、豆、

盘、盆、杯、鬲、尊、甑外，还出现高圈足陶杯、双

大耳罐、陶盉、鸮面罐、带嘴罐，以及陶塑人像、

动物、铃、鼓等罕见器形。

以上所述齐家文化东、中、西三区的不同特

征，表明其并非封闭的文化区系。在空间上齐

家文化区域与其他文化接触中有相互吸收、相

互影响的现象，同时也有向东和向西扩散传播

的迹象。在时间上，则经历了细石器和陶器时

代向铜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陶器器形和纹饰也

经历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和变化［3］。韩建业教授

指出，齐家文化的早期在东部，以天水师赵村七

期遗存为代表。主要应当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西

进陇东南并与菜园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之后，

又向甘肃中部和青海及河西走廊扩展。齐家文

化之晚期，在齐家坪、磨沟、皇娘娘台等墓地出

现的圜底彩陶罐和绳纹彩陶罐，以及多重波折

纹、梯格纹、胡须纹等，很有可能是从阿尔泰南

部和天山东中段的切木尔切克文化传入［4］。其

中齐家文化砾石堆成的圆圈形祭坛，与内蒙赤

峰夏家店下层文化建于高山顶上的石圆圈、新

疆昌吉州木垒县照壁山乡平顶村青铜时代中晚

期石圆圈，以及新疆巴音郭勒州和静县那热德

沟遗址石围圈等，十分相似①。西部的晚期齐家

文化同时还有受到晋南陶寺文化和庙底沟二期

文化末期的影响（琮、璧、璜等玉礼器）的迹象。

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来看，齐家文化对

应的是父权氏族社会形态，生业方式以农耕为

主，兼营畜牧；到后期，农业衰落，畜牧业逐渐发

达。在精神文化方面，当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

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有了制度化的祭祀礼仪

（圆圈祭坛、琮、璧、璜等玉礼器）和占卜仪式（齐

家坪遗址墓葬及皇娘娘台 M8 墓主人使用羊卜

骨随葬）。这种社会文化形态，带有明显的农

耕、游牧融合的特点。

二、齐家文化的创造者

齐家文化的起始年代早于夏代，而其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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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则已进入夏代。并且其考古文化特征与二里

头文化有相似之处。因此，学者们认为齐家文

化与夏代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还认为，齐家

文化对中原夏文化的某些因素——如铜器和陶

器，有着直接的影响［5］。其实，大量的考古发现

表明，这些影响，更多的来自外部，即北亚游牧

文化。齐家文化在这一远距离的文化交流和传

播中，只是扮演了一个中间角色［6］3-54。那么，齐

家文化的创造者是谁？他们和夏文化的创造者

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史记·六国年表》言：“禹兴于西羌。”而今

甘青地区，包括黄河上游洮河、大夏河流域的

甘肃临夏一带为古羌人所居之地。因此，从夏

鼐先生始，到俞伟超先生等考古学家，以及最

近一些民族学和历史学者认为，产生于黄河上

游洮河、湟水流域甘青一带的齐家文化的创造

者是古羌人。夏鼐先生在《临洮寺洼山发掘

记》中指出，洮河流域在夏代正在氐羌之区域，

氐羌曾实行过火葬制度，寺洼山遗址墓葬表现

出的火葬制度恰与羌人葬俗吻合［7］269-310。俞伟

超先生认为：“把安国式遗存、寺洼文化、卡约

文化综合起来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各

自具备的特有的表征，就说明它们都是羌人文

化……由此看来，把齐家、马厂，乃至上溯到半

山、马家窑、石岭下文化，看作是羌人文明的前

驱，是有道理的。”［8］

概括而言主要的观点有几种：一是甘青地

区青铜时代文化均为羌文化的不同支系；二是

认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都是羌文化；三是宗

日文化发展到卡约文化是羌文化；四是卡约文

化是羌文化的源头［9］。持上述观点的学者的主

要依据是文献所载“禹出西羌”，以及齐家文化

及各支系文化与古羌人所居之地的重合。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齐家文化的创造者另有

其人群，是由晋南夏墟北上东进的吐火罗人。

如余太山先生认为：“河西及临夏的大夏即吐火

罗人迁自晋南”，“晋南的大夏似可溯源于陶唐

氏。”［10］176-196以上古时期中华文化在各区域内独

立发展，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满天星斗”状

态而言，跨越山河的长距离传播，主要是为了稀

有资源和器物的交换，大规模人群的迁徙，恐怕

不是上古文化的常态。

英国学者希安·琼斯指出：“文化－历史考

古学对中国考古学有着久远的影响，中国考古

学也有一种浓厚的编年史学传统和将考古学文

化与史籍中提及的族群联系起来的倾向。”［11］2

其实中国考古学者显然已经认识到理论创新和

跨学科对话，以及汲取公共考古学的重要性。

这体现在夏文化与族群研究方面，诚如林沄先

生所述：过去在我国考古界，有一种把一定的考

古学文化和一定族团等同的倾向。相关研究进

一步表明，已划定的考古学文化往往是可以再

分析的。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夏人文化遗存的

二里头文化，今天已可分析出源于河南王湾三

期 文 化 的 因 素 和 源 于 山 东 龙 山 文 化 的 因

素。二里头文化混合了多种先期文化的因素，

不应单从同一起源的人群对四周人群文化成分

的吸收来解释，而应该看成有不同起源的人群

在同一地域中错杂居住而造成文化上的交融。

如果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人”的遗存，“夏人”

在血统上也是多源的［12］85-89。

齐家文化的创造者齐家人应当是生活在甘

青地区的齐家人，他们创造的文化虽与中原夏

文化在时代上有重合，但在空间上则是各自独

立的，尽管他们彼此之间通过黄河与渭河的通

道有相互交流的迹象，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彼此

之间的影响还不足以从整体上相互改变。渭

河、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与晋南的夏代文化关

系密切，以致有的学者认为齐家文化是由晋南

传来的夏代文化与当地的马家窑文化相结合的

产物。《世本·帝系》：“禹娶涂山氏子，谓之女娲，

是生启。”女娲神话的发源地在西北高原，而涂

山氏则在南方。《世本》之所以出现这类“错位”

的记载，并非错简所致，而是因为夏文化具有强

烈的吸引力，被广泛认同，以及各种关于夏代文

化的传说相混杂的结果。

三、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齐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内有“大夏河”“夏

言”“大夏城”等以“夏”命名的地方和其他事物，

这些称谓与先秦秦汉文献中的记载可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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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期文献所载的“大夏”均不在西北，而在山

西南部；但秦汉文献所载大夏，则与齐家文化所

在区域相对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应当是由

于夏文化发源于晋南，之后在豫西地区发展壮

大，成为主流文化。商周时代基于主流文化视

角，对包括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在内的其他区域

文化，也一律视为夏文化。夏鼐先生指出：“‘夏

文 化 ’应 该 是 指 夏 王 朝 时 期 夏 民 族 的 文

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

能称为‘夏文化’。不仅内蒙、新疆等边区的夏

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能称为‘夏文

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

是一个民族，那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

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13］这为我们确定“齐

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标准。

早期文献中的“大夏”所指，均在山西南

部。《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曰：“昔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

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

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

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

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

命尔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

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

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杜预注：

“大夏，今晋阳县。”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

即今太原市［14］1218。又《史记·郑世家》述子产

语，裴骃《集解》引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

主祀参星。”［15］1978 此大夏在唐，即今晋南翼城。

又《左传·定公四年》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分唐叔以大路、

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

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夏虚”即“夏墟”，指夏人故地，杜预注以为“夏

墟”在太原［14］1536-1539。顾炎武《日知录》驳之曰：

“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

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

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16］1112 杜注非是，顾

说是。如此，则从最早记载来看，夏文化应起源

于晋西南。

以往学者们认为甲骨文中未见“夏”，故而

有的学者据此怀疑早期文献中关于夏或大夏的

记载为晚出。近来据詹鄞鑫先生通过重新排比

有关卜辞材料，考证甲骨卜辞中此前被释读为

“夔”的字，认为其字的形体像人而突出其手舞

足蹈的形象，其造字的本义正是乐舞的意思，实

应当为“夏”。“夏”字在卜辞中用作神名，经常与

“河”“华”等屡屡并举并卜。如《甲骨文合集》

10076：“戊午卜，宾贞，酒求年于华、河、夏。”卜

辞中“河”“华”“夏”等神的祭祀多见一辞，祭祀

礼仪相同。卜辞屡言“往于夏”（《合集》14375）、

“作夏”（《合集》5476）等。据此可知，“夏”原本

可能是城邑之名，“作夏”就是建造夏城。而祭

祀“夏”的卜辞中的“夏”就是以某处城邑或地方

而命名的地 。詹先生举出大量“夏”与“华”

“河”并举的卜辞，证明“夏”就是夏人发祥地或

夏邑。又据“夏”与“华”“河”等方位关系判断，

其地应当在“晋西南平原地区”［17］。这就从文字

学的角度打消了有的学者对早期文献中关于

“夏”“大夏”真实性的质疑。金景芳先生早年即

指出：“大夏、夏虚、唐、虞、西吴、西虞和唐叔所

封，虽然范围有广狭之分，但总的说来，都是同

一地域。”“则大夏故地，实在今山西省的西南

角。”［18］30-31可谓卓见。

《世本》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

阳，是在安邑，或在晋阳。”［19］30又据《今本竹书纪

年》记载，“太康居斟寻”“后相即位，居帝丘”，“帝

杼居原，自原迁于老丘”［20］212-218。夏的都城曾经

数次迁徙，后来所迁之地均在今河南沿黄河两岸

的地区。刘起釪先生也认为晋西南是夏人之原

居地［21］132-133。结合近数十年来夏代考古发掘及

研究来看，夏文化考古遗存最为集中的有两个区

域，一个是晋西南，代表是襄汾陶寺遗址；另一个

在豫中，代表是二里头遗址②。这也与文献记载

相符合。

郭静云教授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中指

出：“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

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

率很高或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

影响力才成为主流。”［22］2又指出“夏为西北古国

说的矛盾”，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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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汾河注入黄河，其流域共同构

成条件相近的河谷平原。同时渭河流域

位于黄河上游兰州与郑洛之间。兰州马

家窑彩陶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传播到渭

河流域。渭河流域黍作农产与河南关系

密切。虽然不宜高估渭汾先民通过三门

峡与郑洛先民的沟通，但生活条件相近，

易使农耕技术同化。然因渭河东游、咸阳

原水源不足，农耕条件不良，自新石器时

代以来，农耕聚落集中在渭河西游，半坡、

马家窑彩陶文化对汾河流域和三门峡以

东的居民影响还是较弱。青铜初期以兰

州为中心的齐家文化传播到渭河流域，经

过黄河和渭河两个通道，齐家类型遗址范

围，向东可达渭河、黄河的汇流区。不过，

前文中已叙明，中原似乎并未吸收齐家的

青铜技术，反而吸收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技

术。但渭、汾注入黄河的汇流处，位于齐

家和中原之间，当地也出土了齐家与中原

类型的文物，且早期金属器以齐家类型为

主。因此不能排除中原北部也曾受齐家

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但从考古资料来看，

中原文化中的齐家成分却相当低。……

青铜初期，夏是众多古国之一，但文献均

从“夏”的角度载录古事，夏先民的传说乃

扩展至全中国。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

是因为编录文献的周人未能掌握其他地

区先民的传说，也不希望张扬别族先民的

成功，故仅保留本土古国的传说；其二是

因为其源自当时最发达的文明，而后成为

天下历史概念的重要环节。［22］123-124

看来齐家文化与中原夏文化、汾河流域夏

文化均有过接触，但在早期大体独立发展，到了

中后期，则情形有所改变。周人发祥于西北，欲

东进与殷商相抗衡，在文化上则以夏的继承者

自居。因此周人所编辑的文献中始有“禹出西

羌”之说。周人世与姜姓通婚，以此结成政治联

盟。故周代以后，羌人就进入到了华夏族群的

族系，成为姜姓。《后汉书·西羌传》：“西羌本姜

姓之别，《春秋》所谓姜戎，亦其类也。”章太炎则

认为：“其实姜姓出自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

神农姜姓，由姜水也，其原本西羌。而黄帝与之

同出少典，则亦西羌种也。”［23］388顾颉刚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指出：“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

种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族女子的姓。”［24］这都

是周人以夏文化的承续者自居而导致的。

种种迹象表明，后期齐家文化曾受到夏文

化的强烈影响，和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约

当公元前 3000年至公元前 2000年前后，以二里

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异军突起，红山文化、大

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几乎同时

走向衰落［25］35。于是当时的文明格局，遂由苏

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变为了当时华夏

大地文化整体呈现“月明星稀”［26］160-163 的态

势。各区域文化的起落与消长，必然会导致人

群的高频度和成规模的流动，最终导致考古学

器物文化的器形和纹饰等方面的交融，及民族

文化以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相融合的文化心

理共同体的形成。

四、齐家文化衰亡的原因

虽然说二里头文化的兴盛发达使上古其他

地区文化的光辉稍显暗淡，但对齐家文化这样

的区域性文化而言，其衰落也有其自身的原

因。齐家文化盛极一时，为何最终走向衰亡而

融入中原商周文化之中？这首先要从其生业方

式的特殊性来探讨。齐家文化最初是以农耕为

主要生业方式，这在典籍中有明确记载。《帝王

世纪》载：“炎帝神农，母曰任姒，有 氏女，有女

登，少典妃。游华阳，有龙首感之，生神农于裳

羊山。”“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作耒

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

之命，故号神农。”［27］3齐家文化为何走向衰亡？

其内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时气候的变化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日本学者宫本一夫根

据中国考古学者所撰黄河中上游地区考古发掘

报告中有关动物遗骸的资料归纳指出：

伴随着以公元前 3000年为始的气候寒

冷干燥化现象，此前人们所进行的野生动

物狩猎，尤其是鹿的猎获逐渐减少，取而代

之的是猪或是作为畜牧动物的绵羊、牛等

关于齐家文化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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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动物。家畜动物增加的现象明显见于

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其中

尤以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的齐家文化及

新石器时代终结末期的朱开沟遗址最为显

著。……然而比猪的家畜化进展更值得重

视的是，绵羊、牛等畜牧动物的明显增多。

这是与森林地带的草原化导致鹿的生存领

域减少成反比例的现象。……而在黄河上

游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即使是在畜牧发

达的阶段，农耕石器仍然存在，仍可见一如

从前的农业要素。说明这些地区仍然进行

着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我把这种依存于

畜牧的农业社会称之为畜牧型农业社会，

以区别于黄河中游及下游同属黍、粟农业

社会的区域。［28］228-230

齐家文化时期遭遇了寒冷干燥的气候，以

及水灾等自然灾难，农业遭到破坏。瑞士学者

许靖华根据历史上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因气温

降低导致的人类社会动荡和族群流动的普遍规

律，也指出：

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人耕种的田地范

围不只包括中国中部的黄河及长江流域，

还包括青藏高原北边周围、内蒙古，以及满

洲西部。这些民族大多是定居农民，同时

也畜养猪、狗、牛、羊和鸡等，以补充食物来

源。耕种的面积越来越大，农村也越来越

繁荣。后来气候突然变冷，接近公元前

2000 年时，中国西北部变得异常寒冷。在

年代较近的文化层中，出现的动物骨骼增

多，而农耕器具变少，显示由农耕退化为畜

牧文化。猪的数量变少，取而代之的是大

量的羊。农民变成了牧羊人，或者更有可

能的情况是，他们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征服或取代了？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来到中国的游

牧民族入侵者是北方的羌人。［29］129-130

气候变得寒冷干旱，使游牧人群被迫内迁，

因此造就了这里“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形态。未

能形成强有力的制度，这是其走向衰亡的重要

原因。

齐家文化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

因为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而走向分化，未能形

成一个整体所致。凯文·林奇研究指出：“人类

是有领域感的动物，他们会利用空间来控制人

与人之间的交易，会维护领域的所有权以保证

拥有其资源。”［30］145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作为特

殊空间的都邑和聚落是王权政治的物化形

式。何驽教授从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学空间

控制理论出发，结合陶寺与二里头城址文化，

提出了中国早期城市或都城的九项指标：“①

规整的城市形态；②排他的宫庙区的存在；③

排他的王族墓地；④排他的祭祀区；⑤官营手

工业作坊区；⑥政治宗教寡头垄断的大型仓储

区；⑦初具规模的规范的道路系统和城门系

统；⑧明确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⑨多样性的

都市文化面貌。……准此，我们认为，陶寺是

中国最初的城市和都城，二里头遗址则是第一

个成熟的城市和都城。”［31］3-58以此为准来看，齐

家文化遗址中虽出现了来自西亚的象征权力

的权杖，聚落中有祭坛等专门宗教性建筑，也

有公共墓地，但却未发现大型的宫殿，这表明

其尚未形成高度集中的王权制度。韩建业教

授在研究成果中指出：

齐家文化之末，在齐家坪、磨沟、皇娘

娘台等墓地以及兰州崖头、临夏瓦窑头等

遗址，出现一些圜底的彩陶罐或绳纹罐，显

得很是突兀，其来源应当是阿尔泰南部和

天山东中段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尤其是多

重波折纹、梯格纹等彩陶纹饰，很可能就是

切木尔切克文化陶罐上类似刻划纹的移植

变体。另外，属于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过

渡期的大族坪北区遗存双耳罐上的胡须

纹，还广泛见于中亚北部甚至伊朗地区大

体同时或略早的遗存；磨沟发现的中国最

早的人工铁器，比西亚、东欧等地人工铁器

的产生至少晚约千年。这说明公元前 15世

纪以后仍然有较多西方文化因素渗透进甘

青地区，这或许是促使齐家文化分化转变

的原因之一。最终的结果是，秦魏家类型

变为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磨沟类型变为

寺洼文化，而老牛坡类型则融于二里头文

化当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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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齐家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即已受到外

来文化的影响。这从甘肃、青海境内齐家文化

遗址发现的众多早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即可得

到印证。然而到了齐家文化后期，其向东传播

的趋势明显减弱。其主要原因是长江流域的良

渚文化、黄河中下游的夏、商文化辐射力的加

强。一个明显的证据是齐家文化祭祀观念对上

述文化的趋同。

齐家文化遗址发现多处石圆圈祭坛，其来

源就是良渚文化，表明齐家文化受到东方文化

的强有力影响。如甘肃永靖县大何庄村俗称

“大台子”或“灰台子”的齐家文化早期遗址中，

就发现了 5 处石圆圈遗迹，用扁平的砾石排列

而成，石圆圈周围伴随有卜骨或作为牺牲的牛

羊骨骸出土。除此之外，在永靖县秦魏家遗

址、天水师赵村遗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等

处，也发现了同样的石圆圈及牛羊骨骸，表明

这种石圆圈是齐家人的祭祀之地［32］。有学者

指出，这类石圆圈多见于良渚文化等遗址，且

时代均早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3］105-120。表明齐

家文化祭祀观念受到来自东面中原文化的强

烈影响。

此外，在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遗址、甘肃

兰州土谷台马厂类型墓葬、武威皇娘娘台齐家

文化墓葬、河西走廊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和玉门

火烧沟四坝文化墓葬中，均发现了来自滨海地

区的海贝饰品［34］76-85，这表明齐家文化与其他地

区已经有远距离的交流和互动。

由上述来看，齐家文化在其发展期内，虽然

在空间分布和时间延续上都形成了一定的发展

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

面也都达到了相当的发展水平。但在其发展的

后期，因为气候原因，形成了流动性很强的“畜

牧型农耕社会”的特殊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

态的组织结构相对比较松散，不具备形成早期

国家的基本条件。因此，由草原文明传来的青

铜技术，也未能在此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另

外，由于中原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崛起，其意识形

态如宗教祭祀、葬俗等，又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

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齐家文化最

终走向分化，其主体和大部逐渐融入中原商周

文化之中，其局部则同时保留有草原游牧文化

的一些特征。

注释

①有的学者认为，齐家文化石圆圈由东南的良渚文化

传入，又继续向西北方向草原地带传播，影响所及，至

于新疆和内蒙古一带。参杜维、杨江南：《齐家文化石

圆圈源流》，收入《2016中国·广和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

国际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05－
120 页。也有的学者认为石圆圈类似于中亚草原游牧

民族固定帐篷边留下的石镇。参［美］胡博：《齐家与二

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中关于齐家墓地所见属

于印欧民族习俗的殉妻葬部分的注释，李永迪译，收入

夏含夷主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4页。但从发现石圆圈的大

何庄等齐家遗址来看，这些石圆圈中或附近都发现有

动物的遗骸，更有可能指向这是祭祀的场所。②徐旭

生先生从《国语》《左传》《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记载

中，归纳出夏人的活动“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

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

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

约自霍山以南）一带”。见《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

的初步报告》，刊《考古》1959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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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Qijia Culture

Han Gaonian

Abstract: The chronology range of Qijia culture is rough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Xia Dynasty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its upper limit may be slightly earlier than that of the Xia Dynasty. Its spatial range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Western Han River basin, a tributar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Weishui, Taohe, Daxiahe and Huangshui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spanning the four provinces
of Gansu, Ning, Qing and Mongolia, with an east-west span of more than 800 kilometers. The unearthed thousands of
cultural relics relics （tombs, settlement, etc.） and （pottery, bronze, jade, bone artifacts, etc.）were founded. Its cultural
forms with obvious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due to its space location of the “hub” status which has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Eurasian stepp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Qijia people who created this culture should take the Majiayao people in archaeology or the Xiqiang
people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as the main body and absorbe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From the legend of Xiayu that
is widely spread in Hehuang area and the geographical and folk images named“Xia”, we can see that Qijia culture
once experienced the same “shimmering” glorious period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s the Xia culture in Central
Plain. Qijia culture in the background of“scarce” flow down to the culture ocean of“unity in diversity”of the grand
patter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cause of climate and other factors eventually .

Key words: Qijia culture; Xia culture; Erlitou cultur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community; livestock farm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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