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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
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程有为

摘 要：我国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在河洛地区发现了众多聚落和都邑遗址，为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研

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从文献考据可知，唐虞、夏、商、周四代之居大都在河洛地区。河洛地区发现大量新

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重要聚落和都邑遗址，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充分表明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

与早期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地位。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是中

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早在西周时期，洛邑就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并形成了“择中建都”的

传统观念。其影响所及，使作为“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从春秋、战国到宋代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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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曾说“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

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1］1371，又

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

国各数百千岁”［1］3262-3263。所谓“河”即黄河，“洛”

即伊洛河，“嵩高”即中岳嵩山。司马迁以“河

东”（今山西省南部）、“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

北）、“河南”（今河南省黄河以南）为“三河”，

“河、洛之间”和“三河”均指河洛地区。“居”即帝

王所建之都邑。司马迁以唐（虞）、商、周为“三

代”。唐虞之世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时期，夏、商、

西周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时期。司马迁之言高

屋建瓴，指出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

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河洛地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祥地，百

年来田野考古工作不断开展，逐渐完善了史前

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从 20 世纪末至 21 世

纪初，国家先后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研究对象都以河洛地区为

重点，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为河洛地区文

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

料。本文采用二重证据法，从传世文献记载和

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两个方面，廓清河洛地区

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河洛地

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一、上古三代帝王之都居考述

在司马迁之后，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

亦云：“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2］

“崤”即崤山，居黄河、洛水之间，为秦岭余脉。

“函”即函谷关。函谷旧关为战国时秦置，在今

河南灵宝市东北三十里。《西征记》说：“函谷关

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东自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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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3］汉武帝

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年）徙关城于新安，称函谷

新关，在今河南新安县东一里。总之，“崤函”的

地域范围，西起陕西潼关，东达河南新安，北抵

黄河，南至洛河。“崤函”特指河洛地区西部，又

与“河洛”互文见义，统指河洛地区。左思重申

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

重要地位。

下面我们从历史文献层面，对上古三代帝

王之都居予以考述。伏羲氏是史前传说时代的

中华人文始祖，与燧人氏、神农氏并称“三皇”。

传说伏羲氏曾在河洛地区活动。河水中跃出一

匹龙马，背上有规则的符号，人称“河图”或“龙

图”，伏羲据此画八卦。伏羲曾在洛汭祭天，今

巩义河洛镇有“伏羲台”。伏羲的女儿宓妃又成

为洛水之神。司马相如《子虚赋》云“若夫青琴

宓妃之徒”，如淳注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

水，遂为洛水之神。”［1］3039-3040

司马迁《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

“五帝”，除颛顼之外，其余四帝之都居皆在河洛

地区。黄帝轩辕氏是中华人文始祖，史称“黄帝

居轩辕之丘”［1］10。“黄帝者，少典之子”［1］1，都于

有熊，《集解》引皇甫谧云：“有熊，今河南新郑是

也。”［1］2《山海经》言：“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

都。”郭璞云：“天帝曲密之邑。”袁珂案：“此天帝

盖即黄帝也。”［4］青要山在今河南新安，可见河

洛地区有黄帝之都。河洛地区还有不少黄帝传

说，如“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

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5］373。“黄帝采首山铜，铸

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

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1］1394。“首山”

即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南；“荆

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市西。

帝喾即高辛氏。《史记》称：“高辛即帝位。”

《集解》引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1］13

帝尧为陶唐氏。《史记》言：“帝尧为陶唐。”《集解》

引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1］45-46

又言“帝尧者”，《正义》引《帝王记》曰：“尧都平

阳，于《诗》为唐国。”［1］15唐县在今河北唐县东北

南固城。《帝王世纪》云：“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

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及为天子，都平阳，

《诗》于风为唐国。”［6］15唐县应为尧早年活动地

域，其都城当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境内）。《水经》

云汾水“又南过永安县西，历唐城东”。郦道元

注引薛瓒注《汉书》云：“尧所都也。东去彘十

里。”［5］161-162此唐城在今山西霍州市西。总之，尧

都平阳或唐城，都在晋南，亦属河洛地区范围之

内。帝舜为有虞氏。皇甫谧说：“舜所都，或言

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今上谷也。”［1］44蒲

阪在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潘在今河北涿鹿

县西南。文献记载尧、舜在同一地域活动。既

然尧都平阳或唐城，舜都亦应在今山西临汾或

运城永济境内。

鲧、禹父子是尧舜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史

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7］103，崇伯即崇国

之君主。周内史过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

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

近。”［7］30-31可见鲧之崇国在嵩山一带。嵩山附近

的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鲧治水失败，子

禹继承其事业，治水成功，帝舜赐夏后氏。史

称：“禹都咸阳，及后乃徙安邑。”“禹都阳城，在

大梁之南。”［8］56咸阳今属陕西，安邑在今山西夏

县西北，大梁以南之阳城在今河南商水西南。

孟子说：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

之”［9］221。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以“阳城”为

名的城邑甚多。关于禹都阳城的地望虽众说纷

纭，但应以今河南登封告成镇为是，学界多认为

登封王城岗遗址即禹都阳城。

夏代共 14世 17王，享国 471年。《竹书纪年》

记载夏代都邑变迁较详，即：禹都阳城；太康居

斟 ；帝相即位，处商丘；相居斟灌；帝（宁）〔杼〕

居原，自迁于老丘；胤甲即位，居西河；太康居斟

，羿亦居之，桀又居之［10］3-5。此外，文献记载

夏代诸王的都邑还有启居阳翟、少康居纶、桀居

安邑之说。考上述诸地名，阳翟即今河南禹州，

纶在今河南虞城东北，原即今河南济源，老丘在

今河南开封，西河在今河南安阳一带，斟 在今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斟灌在今山东寿光，商丘

（即帝丘）在今河南濮阳。总之，夏代王居除了

太康失国后的一段时间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

外，大多在河洛地区。

殷商凡 29 王，享国 496 年。孟子说：“汤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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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与葛为邻。”［9］147葛国在今河南宁陵，亳在今

河南商丘（一说山东曹县），是商汤灭夏前的都

邑。史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集解》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

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1］93“先

王”指帝喾。可见，商汤灭夏后，迁都夏中心区，

仍称亳（或西亳），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

此后诸商王的都城，《竹书纪年》所记甚详：外丙

胜、殷仲壬、沃丁绚、小庚辩、小甲高、雍己伷均

居亳；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外壬居嚣；

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帝开甲逾、祖丁均

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盘庚旬

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

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10］7-10。总之，商汤灭

夏，都亳（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一说今河南

郑州），仲丁迁嚣（一作敖，今河南荥阳北），河亶

甲迁相（今河南安阳附近），祖乙迁邢（今河北邢

台），又居庇（今山东菏泽，一说今河南武陟境

内），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东），盘庚迁殷（今河

南安阳）。商代都城除短期在山东外，大多在河

洛地区。

西周王朝历 11世 12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西周积年为 276
年。史称“始文王继父为西伯，都于雍州之地”，

“文王徙宅于程”，“文王自程徙都酆”［6］39-40。《诗》

称，周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考卜维王，

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11］。可见周文

王都丰，武王灭纣，迁都于镐。史称“武王在酆

镐”，“懿王徙于犬丘”，“厉王淫乱，出于彘”［8］57。

“雍州”指今陕西、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程”在

今陕西咸阳东北，“酆”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

区东，“镐”在今陕西西安西北，“犬丘”在今陕西

兴平东南，“彘”在今山西霍州。总之，西周都城

在关中的“镐”，称“宗周”。但在周成王时，周公

又营建洛邑（今洛阳），称“成周”。西周形成东、

西两京，洛邑与镐京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

从上述考据可知，司马迁与左思关于“三代

之居”与河洛地区的论断，并非虚言，而是以众

多史实为依据的。但司马迁所说的“三代”是指

唐（虞）、商、周，对夏则没有言及。笔者前文考

述已经证明，夏代的都城也大多在河洛地区。

因此，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唐虞、夏、商、周四代

之居大都在河洛地区。“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五

帝三代自炎黄始而万世一系，他们的活动范围

基本上环绕中原，而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今

天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河洛地区被认为是

天地之中，是观象授时、祷告天地的适当地方，

新朝新王（帝）必须占领先朝的故地，天下中心，

获得天命的支持，才能被认同与成为文化上的

正统。”［12］由此可见，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

与早期发展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考古所见河洛地区的聚落与都邑

近百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洛地区发现了

众多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都邑遗址和夏、商、周

三代都城遗址。

（一）新石器时代河洛地区的聚邑

距今 10000年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新石器时

代。新石器时代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原始农业起源并初步发展、

定居聚落出现的时期，河洛地区分布着裴李岗、

老官台、枣园、磁山等多支考古学文化。

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新村镇裴李

岗村西，面积 2 万平方米，发掘了一批墓葬、窖

穴（含灰坑）和陶窑、房基，出土石器铲、镰、斧、

磨盘、磨棒，陶器壶、钵、罐、碗、鼎，猪羊骨骼和

陶猪、羊等艺术品。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文

化遗存被称作裴李岗文化，又分为多个类型，其

中的裴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嵩山周围。贾湖类

型的典型遗址贾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县北舞渡

镇贾湖村，保护区面积 5.5万平方米，发现栽培

稻、家猪骨骼等动植物遗存。贾湖遗址出土的

骨笛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可吹奏乐

器，甲骨契刻符号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与汉字起

源有关的实物资料。贾湖类型标志着新石器时

代早期河洛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水平。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河洛地区完全被仰

韶文化所覆盖。仰韶文化早期，今晋南、豫西地

区兴起以山西芮城东庄遗址为代表的东庄类型

文化。仰韶文化发展到中期，即繁荣期，河洛地

区出现了庙底沟类型文化。

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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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南部

的缓坡台地上，总面积约 30万平方米，包含仰韶

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发现仰韶时期的

房址、墓葬、窖穴、壕沟、道路及灰坑等遗迹，出

土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陶器有红底黑彩、深

红彩陶罐和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等。仰韶文化

即因该遗址而得名。

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韩

庄村北，面积约 34万平方米，发现仰韶文化中、

晚期及向龙山文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包括窖

穴、灰坑、房基、壕沟、陶窑、墓葬等。其下层陶

器多夹砂或泥质红陶，器型有釜、灶、甑、鼎、尖

底瓶、罐、盂、钵、盘、杯等，纹饰以植物叶纹彩陶

为特征，据此确定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其上

层发现半地穴式圆形白灰面房基、窖穴、陶窑，

出土陶器多灰陶，器型有鼎、斝、豆、罐、盆、灶、

杯等，多饰篮纹，少量彩陶，确定为庙底沟二期

文化。

北阳平遗址群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境

内，其核心遗存属庙底沟类型文化。北阳平村

西的仰韶文化遗址面积超过 100万平方米，是该

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遗址，应为其中心聚落。

其仰韶中期的两座大型房址均为半地穴式，面

积在 200平方米左右。西坡遗址位于阳平镇西

坡、南涧和北涧村，面积约 40万平方米，年代距

今约 5800年。遗址中最大的一座房址位于其中

心部位，整体占地 516 平方米，主室面积 204 平

方米，具有殿堂性质，是迄今在全国发现的最大

的新石器时代房址；清理的一座墓葬长 5米、宽

3.4米、深 2.4米，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同时期最大

的墓葬。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

树村，处在黄河南岸伊洛汇流处的高台地上，年

代距今约 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一处大

型都邑遗址。考古发现有三重环壕、具有迄今

所见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

大型中心居址，3 处共 1700 余座经过严格规划

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基遗址，与大

型建筑融合的用 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

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艺术品，20多处祭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

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丰富的文化

遗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洛地区分布着龙山文

化，发现众多都邑性遗址。王湾遗址位于河南

省洛阳市涧西区王湾村，面积约 4.5万平方米。

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仰韶

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饰线纹、弦纹，

多彩陶；第二期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

遗存，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有少许彩陶；第三

期属龙山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黑

陶为主，饰方格纹、篮纹，出现鬲、斝、鬶、盉等新

器型，确立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

后冈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东郊乡高楼庄

后冈，面积约 10万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和商代

遗址。1931—1934年，梁思永主持了四次发掘，

发现了著名的小屯殷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

化“三叠层”，首次明确了中原地区这三种文化

的年代序列。20世纪 50年代以来，又进行多次

发掘。其仰韶文化陶器以红顶碗、钵、圜底罐形

鼎等为典型器物，确立为仰韶文化后冈类型。

龙山文化遗存发现有几十座圆形白灰面房基及

一段长 70余米的夯土城墙，这是河南首次发现

的龙山文化城址，出土陶器器型以折腹平底罐、

斝、鼎、鬲、瓮、盆、盘、豆等为主，饰以绳、篮纹，

确立为河南龙山文化后冈类型。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总

面积约 300多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城址和墓葬两

部分，年代为公元前 2500 年—公元前 1900 年。

其中期城址面积 28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中

国史前最大的城址。遗址中发现有王族墓地和

宫殿区、观象祭祀台、下层贵族居住区、大型仓

储区、普通居民居住区、陶窑址及手工业作坊

等。发掘墓葬 1000多座，大型墓内随葬鼍鼓、特

磬、土鼓、龙盘以及成组木器、陶器、玉器等礼乐

重器。其文化被称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陶寺

城址具有大型都邑性质，学界多认为它就是“尧

都平阳”。

（二）夏商周三代的都邑遗址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八方

村东，面积约 50万平方米，遗存主要属于河南龙

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首次发掘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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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其中西城面积约 1万平

方米。后来在小城址的西面发现一座龙山文化

晚期的大城，有夯土城墙和城壕，总面积约 34.8
万平方米，大城北部分布大面积的夯土群，城内

发现祭祀坑和若干夯土基址。学界认为该遗址

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

古城寨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曲梁镇大樊

庄村古城寨村民组周围，总面积约 200 万平方

米，是一处以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为主体的遗

址。其北、东、南三面城墙基本完整，外面有护

城河环绕。城内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廊

庑建筑基址是目前发现的龙山时期面积最大、

结构最复杂的宫殿式建筑遗址。该城的建造经

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表明其使用者具有至

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

瓦店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火龙乡瓦店村

东北，面积约 40万平方米。遗址包含龙山文化

早、中、晚三期遗存，而以晚期遗存为主。考古

工作者在西北台地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大型

环壕，在环壕内中部发现两处地面起建的大型

建筑基址和奠基坑等遗迹，出土陶酒器、玉鸟、

玉璧、玉铲和大卜骨等。后又发现多组环壕遗

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及祭祀遗迹。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

西，面积约 70万平方米。其北部为龙山文化遗

存，中南部为二里头文化遗存。近年在遗址中

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至新砦期大型城址，北

墙长 900多米，东西墙残存，又有内壕和外壕，城

内中心区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

村，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

前 1750 年—公元前 1530 年。在其中心区分布

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宫城外围有井字形

主干道道路网，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

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城近旁，祭

祀区、贵族聚居区拱卫在宫城周围。宫城内发

现十余处宫殿基址。在宫殿区的北面和西北一

带，集中分布着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以高

大的宫殿为中心，包括广阔的庭院和廊庑、门塾

在内的封闭的威严建筑群，正是王权的反映。

遗址中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制造玉器和绿

松石器的作坊。一处铸铜作坊遗存面积约 1万

平方米，遗留有多座操作间，铸铜工具有坩埚、

炉壁和陶范，表明二里头的青铜铸造业已具一

定的规模。中小贵族墓出土许多青铜器、玉器、

漆器和骨器。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的城

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大型四合院宫

室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式大型宫殿建筑，显

现出王都所特有的气势。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布

局开启了我国古代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建都模

式，体现了礼制思想对于都城布局的决定作用。

偃师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塔

庄和高庄，总面积约 190万平方米。城址为三重

城垣相套合。大城发现 7 座城门，探出大道 11
条，其间分布铸铜遗存、制陶作坊及大型仓储基

址。在大城中、南部有一座时代更早一些的小

城，其内有宫城，发现 8座宫殿基址。中部有一

座大型宫殿基址，左右各有两座面积与之相近

的宫殿基址。东部的 4号建筑基址和西部的南

北排列的建筑基址，可能是宫城之中的宗庙与

宫殿建筑。宫城东北和西南各有府库，北侧有

池苑遗存和祭祀场。城内发现有铸铜作坊遗址。

偃师商城和文献记载的汤都西亳地望相吻合。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的郑州

旧城及北关一带，面积约 25平方千米，有三重城

垣，内城城垣保存完整。城址内发现宫殿区、手

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等遗存以及房址、

水井、窖藏坑等遗迹。宫殿区发现宫殿基址多

处，还有用石板砌筑的蓄水设施。商城周围发

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等作坊遗址，铜器窖藏及

多座中小型墓葬。郑州商城是目前我国已发现

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早期都城遗

址。其三重城池和宫殿区的整体形制布局奠定

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宫殿区发现的供水系

统严密科学，三座窖藏坑内出土了大批王室青

铜重器。学界多认为它就是商汤的亳都。

小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

街道小双桥村，遗址总面积约 400万平方米。城

址面积 144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建筑台基、大

小道路和陶窑、祭祀坑。其中心区有多处大型

宫殿建筑基址、祭祀场所和青铜冶炼遗迹，出土

青铜器物有爵、斝、簪、钩、镞和建筑构件等，特

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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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石器有大型石磬、石圭、石祖等。小双桥遗址

时代属白家庄期，为具有都邑规模和性质的遗

址，有学者认为是仲丁所迁之隞都。

洹北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以

北，总面积约 470万平方米，发现有大型宫殿基

址、房基、水井、灰坑、墓葬等。1号基址平面呈

“回”字形，包括门塾、主殿、配殿和廊庑，总面积

近 1.6 万平方米。学界多认为洹北商城是盘庚

所迁的殷都，也有人认为是河亶甲所迁的相都。

殷墟位于安阳西北郊小屯村及其北面的洹

水两岸。1928年—1937年间曾进行 15次发掘，

出土大量陶器、骨器、蚌器、石器、玉器、青铜器

以及 2.7万多片甲骨。195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

持续对殷墟进行大规模钻探和发掘，探明了王

宫遗址及其周围的居民点、手工业作坊区、王

陵、贵族墓葬、祭祀坑、平民墓葬、聚落的分布情

况，清理了武官村大墓和殉人祭祀坑、铸铜和制

骨作坊遗址、一般居住遗址和墓葬区。殷墟中

心区 50多座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基上排列着整齐

的石柱础和铜柱础，重门复室，形成中心广庭的

四合院布局，规模巨大，气势宏伟。西北岗王陵

区发现13座大墓，随葬青铜器、玉器数量众多。

西周时期河洛地区的重要遗址有成周洛

邑、辛村卫国都城遗址。

成周洛邑始建于周成王五年（公元前 1038
年），周公征用殷遗民，“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

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

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13］。考古工作者在

河南洛阳老城北郊北窑一带发现西周时期的贵

族墓地，共有墓葬 400多座，出土有大量青铜器、

玉器、陶器及原始瓷器。在墓地东南发现了大

型铸铜手工业遗址，在瀍水东岸发现了西周祭

祀遗存和众多殷遗民墓。据何尊铭文所记，洛

邑为最早的“中国”。

辛村卫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滨

区金山街道辛村，面积 90 余万平方米，20 世纪

30 年代在此发掘西周墓葬 80 余座。王陵区的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大量青铜器、

玉器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非墓葬类遗存

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制骨作坊区、铸铜

作坊区、一般居住区以及大量殉人、殉牲坑。辛

村西周遗址为卫国的核心遗址，是集王陵区、铸

铜作坊区、制骨作坊区及其他功能区为一体的

都邑。

总之，河洛地区发现的从新石器时代到西

周时期的聚落和都邑遗址数量和重要性，在全

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充分表明了河洛地区在

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举足轻

重、无可替代的地位。

三、河洛文明与中华文明

在距今 10000年前后，河洛地区的古人类开

始脱离使用打制石器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的旧

石器时代，过渡到使用磨制石器进行农作物栽

培种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密

李家沟遗址发现了距今约 10500年—8600年的

史前文化堆积，其下层出土有细石核和细石页

等典型的细石器遗存，上层则出土有粗夹砂陶

及石磨盘等。它“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

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

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

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

代的演化历史”［14］。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明起源、形成的时

代。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产生，先民们过上

了定居生活，出现了聚落。后来随着生产的发

展，社会逐渐复杂化，出现聚落群、中心聚落和

一般聚落，聚落成员贫富分化，地位悬殊，阶级、

国家出现，开始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大约距今 9000年—7000年，河洛地区处于

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时期在今河南中西部分

布着裴李岗文化，陕西东部分布着老官台文化，

山西南部分布着枣园文化，河北南部则分布着

磁山文化。裴李岗遗址出土有石器铲、镰、斧及

磨盘、磨棒，发现有密集的炭化粟粒；贾湖遗址

发现聚落和公共墓地以及房址、窖穴、陶窑、墓

葬等，发现栽培稻和猪、狗等家畜骨骼以及麻织

物残片；磁山遗址发现大量窖穴，部分窖穴下部

有粟灰堆积。这表明当时虽然畜牧业、渔猎业、

采集业仍有一定比重，但是农业生产已有一定

程度的发展，原始农耕文明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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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距今 7000年前后，社会发展到新石器

时代中期。距今 6700年—4800年间，河洛地区

处于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是以彩陶和磨光

石器为标志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河

南大部、河北中南和西北部、山西大部、陕西大

部、甘肃东部、青海最东部、内蒙古南部和湖北

西北部地区。仰韶文化因其分布广泛，延续时

间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史前文化

中的一支主干文化。

河洛地区仰韶文化从早到晚可以分为半坡

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或大河村类型。仰韶

文化早期，在晋南豫西地区兴起东庄类型文

化。从距今约 6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发展到中

期，即庙底沟期，也是仰韶文化的繁荣期。庙底

沟类型文化以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而得

名，河洛地区为其分布的核心区。在距今 5800
年前后，以灵宝北阳平遗址群及三门峡庙底沟、

渑池仰韶村等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

型成为中原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北阳平

遗址群是河洛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的

典型代表，可能和黄帝族群的活动有密切关

系。这一时期河洛地区人口急遽增长，农业进

一步发展，制陶业独具特色；聚落进一步扩大且

分布密集，聚落之间分化严重，产生区域核心聚

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社会出

现复杂化现象，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北阳平遗

址面积近 100 万平方米，为该聚落群的中心聚

落。西坡遗址面积约 40万平方米，为次等聚落，

在此发现大型半地穴式房屋基址 10多座，其中

最大的房址占地 516平方米，包括主室和回廊，

具有殿堂性质。西坡墓地为庙底沟类型晚段的

典型墓地，从墓葬规格可见当时已出现贫富和

地位的分化，可以分为四个层级，随葬品虽有差

别但不特别突出。其“高等级墓葬虽然有标志

社会身份的大口缸等特殊物品，但这些物品数

量少，也并不特别精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墓

葬规模是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与随葬品数量

或‘价值’相比，墓葬规模表现出的等级化趋势

更加明确”。“西坡墓地代表的庙底沟类型社会

选择了明显更简朴的‘物化’社会等级的方式，

既无奢华的随葬品，也无浓厚的宗教气氛。这

一在社会复杂化初期形成的传统，对中原地区

后来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15］庙底沟

类型文化的传播，东到大海，南抵长江，北达河

套和辽河流域，西到甘肃，促进了各地区文化的

一体化，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

距今 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域陆续进

入文明阶段。河洛地区包括巩义双槐树遗址、

郑州西山城址与大河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与

汪沟遗址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已基本可以

确定为初步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巩义双槐树遗

址发现有三重大型环壕，具有迄今所见最早瓮

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

址，3 处共 1700 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

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址，用 9个陶罐模拟的

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

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礼祀遗迹，以及制

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双槐树作为黄

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高规格都邑性质的中心

聚落，李伯谦、王巍等称其为“河洛古国”，推测

其可能是黄帝族群在中原地区活动晚期的中心

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

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民生、农桑，

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

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

代为主流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

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

和思想。”［16］

约距今 5000年前后，河洛地区的仰韶文化

发生变化，过渡到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在短时间

内迅速扩展开来。约距今 4800年前后，进入龙

山时代早期。距今 4600年—4300年，河洛地区

进入龙山时代中期，即发展繁荣阶段，形成王湾

三期、三里桥类型、后冈二期等几种文化类型。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工具出现飞跃式

进步，陶器普遍采用轮制。聚落面积扩大，盛行

零星、小型、简单的墓葬。

在距今 4300年前后，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

明进入衰落期，河洛地区的中原龙山文化却强

势发展，脱颖而出。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人

群迁徙更加频繁，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中

游的石家河文化因素进入河洛地区，新的文明

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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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不断在河洛地区汇聚。陶寺的大型城址、

宫殿区、王族墓地以及出土的高档次随葬品，充

分表明当时河洛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国家，进入

邦国文明社会。

距今约 4000年，河洛地区人口普遍增长，聚

落规模扩大，发展出若干新的区域中心。在嵩山

周围，从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到新密新砦，形成

了密集的城址群。登封王城岗遗址被一些学者

推测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作为一处以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主的大型都邑遗址，可能

与文献记载的“夏居阳翟”“夏启均台之享”有

关。新密新砦遗址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

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出土遗物出现较多的海岱

文化因素，可能与夏代早期的“后羿代夏”有关。

考古工作者在伊洛盆地发现并长期发掘的

偃师二里头遗址，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是夏王朝

中晚期的都城遗址，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夏都“斟

”。地处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融合各方文

化因素，其都邑规格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中原传

统，礼器吸收了东方和江汉地区文化因素，从而

在黄河中游伊洛河流域建立了中国最初的广域

性“王国”，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考

古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表明以

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正式确立，中原

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完成。二里头遗址出土

的青铜礼器表明青铜器制造已将冶炼和熔铸工

艺分开，并已掌握范铸技术，从而开启了中国乃

至东亚文明的“青铜时代”。

约公元前 1600年，商汤灭夏，建都于夏的中

心区，仍称“亳”。商代都城屡迁，大多在河洛地

区。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中期的

郑州小双桥城址和洹北商城，晚期的安阳殷墟，

都在河洛地区，先后形成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

化。河洛地区是商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郑州商城出土的众多青铜器表明商代前期

青铜工业的发展和铸造技术的进步。安阳殷墟

发现的青铜作坊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出土青铜

器数量种类更多，铸造工艺更为精美，表明我国

青铜文明已经相当发达。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

已经成熟的系统文字。距今约 3300年—3000年

的殷墟文化是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其分布范

围以豫北为中心，北至京津，南达豫南，西至陕

西，东达鲁中，反映了殷商王朝统治地域之广

阔。考古发现表明，殷商文化对长江流域文化

已产生较大影响。

约公元前 1046年，周武王出兵灭商，建都关

中的镐京，称宗周。为了巩固和加强对东部广

大地区的控制，周公又在伊洛盆地营建洛邑，称

成周，在河洛地区分封卫、晋等重要诸侯国作为

周室的藩屏。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在继承

前代礼乐的基础上，制定了周代的礼乐制度。

西周文明把中华文明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

段——以“封邦建国”和“礼乐文明”为特征的统

一国家阶段，为日后秦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

家奠定了基础。西周制度被我国历代封建王朝

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根基。

结 语

综上所述，在距今 9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

代早期，河洛地区已经出现了以粟、黍作为主

体，稻作为辅的原始农耕文明，先民过上了以聚

落为单元的定居生活。到距今 6000年—5500年

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河洛地区生产发展，人口

增长较快且分布集中，出现聚落群和中心聚落、

一般聚落的分化，社会成员在地位和贫富方面

产生差别，社会开始复杂化。在灵宝西坡遗址

出现占地 500多平方米、围绕广场的大房子，先

民开启了步入文明社会的进程。庙底沟文化向

四方扩张，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加强，形成了

最早的“中国文化作用圈”。距今 5300年的仰韶

文化中晚期，巩义双槐树遗址出现三重环壕和

有围墙环绕的高等级建筑集群，具有都邑性质，

它与周围的聚落一起被称作“河洛古国”，展现

了“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

距今 4300年—4100年，长江中下游的石家

河、良渚等区域文明相对衰落，河洛地区的龙山

文化持续崛起，呈现出“邦国林立”的局面。在

晋南地区出现了面积达 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

址，发现了最早的宫城，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

到“邦国文明”社会。

距今约 4000 年，夏王朝在河洛地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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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3800年前后，河洛地区出现了以二里头遗

址为都邑的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了以二里头文

化为代表的相对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二里头

文化在河洛地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代表了早期

国家的形成与扩张的全过程，二里头文化在中

原各地的统一性大大增强，其文化影响力向四

方辐射，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

时代的标志。商代前期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

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反映了河洛地区青铜文明

的快速发展，至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

青铜文明达到高峰，影响波及全国各地。西周

成王时周公营建成周洛邑作为两京之一，在此

分封诸侯，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在此制礼作

乐，西周的礼乐制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

总之，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

展的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早在西周时期，洛邑就被认为是最早

的“中国”所在地，并形成了“择中建都”的传统

观念。受其影响，使作为“天下之中”的河洛地

区，从春秋战国到宋代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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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He-Luo Region in the Form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heng Youwei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have found numerous settlements and capital sites
in He-Luo region, providing valuable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form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 four generations of Tang, Yu, Xia, Shang and Zhou lived in He-Luo region. The
number and importance of settlements and capital sites found in He-Luo region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Western
Zhou Dynasty are unique in the whole country, which fully shows that He-Luo region had a pivotal and irreplaceable
position in the form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e-Luo region is the core area of the form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birthpla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early a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Luoyi was regarded as the earliest place of“China”, and form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choosing the capital of China in central area”. Under its influence, He-Luo region, as“the
middle of the world”, becam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He-Luo region；Chinese civilizatio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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