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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虽然长期是学术界

争论的重点问题，但经过近百年传世文献和考古发

现的相互印证，尤其是各个时期不同地区的重大考

古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认

识，一元多体的观点逐渐转变，认为多元一体才是

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① 然而在从满天星斗的

多源文明到具有统一国家组织形态的华夏文明的形

成历史过程中，一些特定的地理区域及生态环境发

挥了关键作用，其中，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就是这

样一个地理单元。

农牧交错带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生态地带，通常

是指耕地农业和草地牧业的过渡地带，这里是对全

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概念 1953 年由地理学家赵

松乔先生首次提出并进行系统论述，随后这一概念

被学术界接受 ②。在半个多世纪对这一地区进行深

入研究后，学者们发现北方农牧交错带不仅是一个

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它既是在东亚

季风系统下自然气候和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耦合的产

物，又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碰撞的结

果。③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具

体区域范围尚有争议，但基本上是指地处 400mm
等降水量线附近、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黄土高原西部、

由半湿润农区向半干旱牧区过渡的缓冲区域，其土

地利用类型多样，空间上农牧犬牙交错，时间上农

牧转换频繁 ④。正是由于这一自然地理特征，该地

区在中国历史时期的王朝更替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

色。近年来农牧交错带的考古发现又让我们意识到，

这里不仅是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区域，而

且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曾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

重新梳理农牧交错带在早期文明历史中的地缘价

值，对深入认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及其特点或许有

所助益。

一、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与农牧交错带

的形成

北方农牧交错带位于我国东亚季风区北缘，地

跨多个地理单元 ：从东到西穿过内蒙古高原东部到

达与华北平原接壤的长城沿线地区，再越过黄土高

原一直抵达青藏高原东缘，横跨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数

个省区。这里地处内陆，为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

区，总体上干燥少雨，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300—

500mm，降水变率较大。地带性植被从东向西分别

是温带高草草原、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带，生态环

境脆弱，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十分敏感。

1. 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过程及特点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是

地表景观对气候变化响应的长期结果。近 30 年来，

地理学者们利用各种先进的环境考古研究方法与技

术对近一万年来的古环境研究后发现，如今自然环

境脆弱、流沙散布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全新

世以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适应这一变化的结果。⑤

根据沉积地层、孢粉分析、碳 -14 测年和光释

光测年技术等环境考古技术分析，全新世以来今天

的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在距今 10000 年、9200 年

和 8500 年经历了三次阶段性气候增暖事件后，进

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全新世大暖期一直持续到距今

4000 年，其中在距今 6000—5000 年左右达到温度

的高峰，这一时期正值我国仰韶文化时期，故也称

为“仰韶暖期”。⑥ 全新世暖期的气候较今温暖湿

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 2—3℃，降水量普遍较今

为多，450mm 等雨量线的大致位置为 ：北起呼伦

贝尔沙地，向南经浑善达克沙地，向西沿大青山南

麓，从呼和浩特折向西南，经六盘山向西南，在大

部分地区与现代我国北方 350mm 等雨量线位置接

近，即较现代这一地区的降水量多出 100mm 左右。⑦

因此，在东亚夏季风增强、降水增加的中全新世时

期，这一地区植被繁盛，风沙活动普遍偃旗息鼓，古

土壤广泛发育。⑧

大概在距今 4000—3900 年前后东亚地区发生

显著的气候变冷过程，全新世大暖期相继在距今

4000—3500 年期间结束。今农牧交错带地区在此事

件之后的平均温度与现代相近，降水减少滞后于温

度下降，大概发生在距今 3700—3500 年，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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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湖泊水面降低，成壤期结束，风沙活动增强。⑨

这些现象与孢粉组合中草本成分增加、木本成分

减少的现象结合起来，可以得出这一时期气候条件

大致与现代相近的结论。⑩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之

后的 3000 年中，气候有过多次冷干、暖湿的波动，

但再未出现全新世暖期时那样的暖湿状况。而这一

长时段气候变化特点，直接导致这一地区人类活动

发生了剧烈变迁。

2. 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及生计特点

全新世大暖期时期，以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作

农业在我国北方地区广泛发展，促进了农业人口爆

发式的增长，使得农业人群逐渐占据了暖温带、亚

热带适宜农耕发展的区域。在距今 8000 年前后，

中国北方农业的边界已到达今西辽河流域、内蒙古

中部的岱海—河套地区和青藏高原东缘的甘青地

区，著名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兴隆洼、磁山、大地湾

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⑪ 随着温度与降水的增加，

在距今 5000 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北方原始旱作农

业区域向北扩展到今农牧交错带北部边缘，达到最

大地域范围。而原始农业区域的扩展，时间上正与

中国学者提出的“仰韶暖期”一致。⑫

距今 4000—3500 年全新世大暖期在东亚地区

结束，气候的持续变冷变干导致我国北方原始农业

文化的衰落 ⑬。从考古遗址所呈现出的文化特点也

在这一时期发生变化，在较为湿热的气候下形成的

北方仰韶文化被干冷气候下发育的龙山文化所取

代。

由于气候变干变冷，原来位于更北地带的牧业

生产活动被迫向南转移。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以牧

业为主的颜那亚文化（Yamnaya）和阿凡纳谢沃文

化（Afanasievo）在欧亚草原北方兴起并逐渐向东

发展，致使游牧业发展所必需的绵羊、山羊、黄牛

物种开始东传，大约在距今 4000 年时传入到蒙古

草原的东部地区，并迅速占据了东亚暖温带落叶阔

叶林及毗邻的温带草原地区。⑭ 如位于农牧交错带

核心区山西北部公海的湖泊样品中的粪生菌孢记录

指示该地区放牧活动在 5000 年前已经开始出现 ⑮。

北方牧业人口的南迁与牧业生产方式的扩张，

在时间上与全新世我国北方农业的全面向南退缩相

契合。这一过程的后果是在今农牧交错带地区出现

了一种混杂型的生计方式，即家养牛羊在旱作农业

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以位于内蒙古准格尔旗的朱开

沟遗址为例，在遗址下层的龙山文化早期地层中，

家养牛羊遗骨已出现，而且总体比重已接近典型旱

作农业的标志性牲畜——猪的饲养比重。在该遗址

上层的龙山文化晚期地层中，家养绵羊遗骨的比重

已超过家猪的比重。⑯ 同样，以夏家店文化为代表

的西辽河流域的环境考古研究也表明，全新世中晚

期以来该地区可能因气候恶化已发生从定居农业到

半农半牧混合生产方式的转型 ⑰。显然，随着气候

的变冷、变干，蒙古高原南缘地区的原始旱作农业

难以为继，而牧业人群的南下，使得这一地区出现

了农牧生计的混杂，进而导致当地土地利用方式的

改变。可以这样认为，全新世气候的波动促成了我

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逐渐形成。

二、农牧交错带龙山石城的空间分布及

其文化特点

20 世纪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认

识不断进步，以至于可以使学者们对中国境内的石

器时期文化进行区域类型的分析研究。苏秉琦在对

我国石器时期的各地遗址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六大

文化区系说。⑱ 其中，北方古文化区域正好位于我

们所讨论的北方农牧交错带上，即包括冀西北、晋

中北、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区。这一地区的文化特点

是 ：在我国最早的旱作农业发现的区域，形成了定

居农业聚落，其时间正好与全新世大暖期相吻合。

与全新世冷干气候事件造成北方农牧交错带形

成的同时，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石城（图 1）⑲。因

为，这些石城内出土的器物以篮纹陶器、白灰面居

住遗迹、袋形灰坑为主要特征，同样的文化遗存也

见于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故被认为属于北

方龙山文化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龙山时期的

聚落遗址分布较为密集，大多有石砌城墙保护，且

分布在河谷断崖上。⑳ 故这些石城又被称为龙山石

城。

图 1 中国北方地区庙底沟二期石城分布

近年来，考古学界对北方早期石城进行了系统

发掘，根据出土器物形态大致将这些石城修建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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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确定为庙底沟二期，即从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

化的过渡阶段 ㉑。庙底沟二期的时间上限大致是距

今 4800—4700 年，正好与全新世干冷气候事件的

时间相符。考古学家详细地考察了这些石城内的出

土器物，在将这些器物置于更大地域范围的考古文

化遗址中的器物进行比对分析后指出，仰韶晚期大

致存在一次从陇东、关中等地移民到陕北黄土高原

的过程。其后，这些文化再向东部的内蒙古中南部

地区传播。稍晚，晋西北和冀西北地区的器物类型

又受到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影响。㉒ 显然，

在全新世干冷气候事件影响下，早期人类开始通过

不断的移动以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域，并引发了区

域间人群的互动与文化交流，而龙山石城正是这种

区域文化交流的成果。

位于陕晋蒙交界地区的龙山古城数量可观，规

模大小不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防御性的坚固的

石砌城墙。在规模较大的城址中，内部有明显的功

能分区，发现有大型手工业作坊遗迹和宫殿遗迹。

这些现象说明，首先，该区域在这一时期不同人群

间存在一定竞争关系，甚至有发生较大战争的可能；

其次，大型石城遗址预示着当时这一地区的人群已

经有相对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修建大型工程

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甚至可能已开始出现国家的雏

形，这些规模不等的石城就是各级社会组织的权力

中心。事实上，在这些龙山文化的早期石城中，其

形制、规模都已表现出与后来的商周城址相近的特

点。我们可以用地处晋陕蒙交界处的石峁遗址作为

案例进行分析。

石峁遗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境

内，位于黄河支流秃尾河东岸，海拔在 1100—1300
米之间。石峁遗址所在的黄土梁峁山地下为石质基

岩，土地瘠薄。虽然在上世纪初这里就有大量玉器

流出，但因其地僻处山陕蒙交界处，人口稀少，自

然环境恶劣，直到 1976 年才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正式对石峁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确认它是一处规

模宏大、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石城遗址。1981 年、

1986 年和 2009 年先后三次对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和

研究后，2012 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

考古勘探工作队以及神木县文体局组成的联合考古

队对石峁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工作

获得的大量器物，以及对石峁遗址石城形制的认知

在考古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刷新了人们对新石器晚

期史前社会的诸多认知。

随着近年来对石峁遗址不断的发掘与整理，我

们对石峁遗址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该石城由皇城

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其中，“皇城台”是

一个四周砌筑层阶状护坡的台城 ；内城以“皇城台”

为中心，沿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

外城则依托内城东南部的墙体修筑一道不规则的弧

形石墙，与内城东南墙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外城区

域。利用 Arcgis 测算，内城面积约 210 万平方米，

外城略小，为 190 万平方米，整个城址总面积超过

400 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城

址（图 2）。㉓

图 2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平面示意㉔

除了规模巨大外，考古学家们在“皇城台”和

内、外两城的城墙上均发现城门，在内、外城城墙

上有方形石砌的墩台，外城城墙上还有马面、角楼

等军事防御性设施。尤其是皇城台一面下临山崖，

四周砌有护坡石墙，与内城地面形成高约 90 米的

陡壁。从城门处铺设道路盘旋而上，道路上再设多

重城门进行防御，道路两侧的墙体内还嵌有人头石

像和壁画残片，显然是为了禳凶避邪。在皇城台顶

部有柱础石、房基和池苑，疑为宫苑所在。此外，

外城东门气势雄伟、结构复杂，不仅发现数量可观

的玉器，还有 20 多具青年女性的头骨，表明这里

曾举行了祭奠等宗教仪式。

根据考古测年结果及器物特征，石峁城址最早

修建的是皇城台和内城部分区域，大约在距今 4300
年左右完成，外城修建时间较晚，大约是在公元前

2100 年，即距今 4100 年前后建成，300 年后，在

公元前 1800 年前后石峁城址进入衰败期。㉕ 这一测

年结果与北方农牧交错带上的大多数石城的修建时

间一致，也符合全新世暖期结束农牧共存生计在这

一地区形成的论断。

如果我们把石峁遗址置于晋陕蒙农牧交错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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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来看，它的城址规模是其中最大的一处，其

周边还有吴堡的寨山遗址、佳县的石摞摞遗址等规

模稍小的同时期石城遗址，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

来看，应是比石峁等级较低的城址聚落，并与石峁

城址构成一定规模等级结构，石峁显然是其中规模

最大、等级最高的城址。位于石峁遗址东南的芦山

峁遗址，无论是城址规模、形制还是遗址内的出土

器物，都与石峁大致属于同一等级。显然，石峁遗

址与芦山峁遗址都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农牧交错带上

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其石砌城墙的宏大规模与遗址

中出土的数量可观的玉器和手工业品，都显示它们

在我国石器时期北方文化圈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与

周边等级较低的石城聚落构成一定组织体系，展现

了这一地区已进入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

进程中。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有着不同等级规模

的石城表明这一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已开始进

入国家的初级形态。㉖

三、龙山石城与中华文明早期之间的关

联

根据中国上古传说，中华文明始自三皇五帝时

期。虽然我们知道三皇五帝不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成之初“王天下”的代表人物，㉗ 但在这些古代

传说中，神农氏曾有过“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

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㉘ 的事件，黄帝也曾

“为五城十二楼”㉙，这些记载或传说显然表达了城

与早期中华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城市的形成与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

关系，已由许多中外学者论证过。美国著名城市学

家刘易斯认为，城市“由村庄演化而来，村庄连同

周围的田野园囿，构成了新型聚落。人们渐渐学会

了制陶、灌溉、耕作，建成了最初的房屋、圣祠、

蓄水池、公共道路、集会场地。人类这一系列技术

发明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就是后来形成城市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它是先于城市进行的。”㉚ 澳大利亚

历史学家柴尔德也指出，聚落规模、人口规模和大

型建筑、剩余产品的出现、阶级的分化、文字的发

明、社会组织的出现乃是早期城市的特征。㉛ 从另

外一个方向表明了城与复杂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

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国早期城市具备五

大特征 ：防御性的夯土城墙、战车、兵器 ；政治性

的宫殿、宗庙与陵寝 ；宗教性的祭祀法品与祭祀遗

址 ；经济性的手工业作坊和形态性的聚落而且在定

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㉜ 显然，这反映出他将城市

认定为区域社会高度组织化的标志。同为考古学家

的陈淳也认为将城市起源置于文明和国家的探源中

考量，城市往往成为判断国家政体存在的证据。㉝

如果我们把北方农牧交错带上的龙山石城重加

检视，也会发现这些古城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作用

非凡。龙山石城的出现，与这一地区在全新世中晚

期开始形成的农牧共存生计相关。由于气候较前一

时期变冷变干，位于农牧交错带北方的游牧人群一

方面通过不断迁移，以便寻找更为合适的农牧之地，

即所谓的“逐水草而居”，不断向南与已形成原始

农业的人群争夺农牧之地，进而迫使原本从事农耕

的定居人群不得不修筑防御性的石城以抵御入侵的

游牧人群。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原

始农业所需要的水热条件都已无法得到满足，农耕

人群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农田资源，也征伐不断，所

以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区修筑城墙的特点。龙山石

城正是在这样的气候、生态变迁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修筑城墙工程量巨大，不仅需要较强的社

会动员能力，而且也需要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才能动用大量人口修建石城。因此石城的大量出现

必然表明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较

高，并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架构。特别是像石峁

这样超级中心城市的修筑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都

表明需要动员与组织更辽阔地域范围的人群才能完

成。换言之，石峁显然是更大区域的权力中心。龙

山石城与区域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

事实上，城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人也

早已认识到。《黄帝内经》《世本》《淮南子》《吴越

春秋》等早期典籍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其中筑城是“卫君”的，君是社会组织的管理者，

有君就说明已有一定的社会分工，社会组织已经有

一定的复杂程度。这一点在石峁的城市形制中也可

以清晰地反映出来。石峁最早建成的是处于城市权

力中心的皇城台和内城，这说明石峁在形成之初，

不过是众多农牧兼营的龙山石城之一，规模局限。

但随着占据该石城的部族力量的不断增强，所控制

的区域逐渐扩大，争战掠夺来的人口与财富也不断

积累，使得它有能力修建更大的外城。这一点也可

以由在外城东门城墙下发现的大量青年女性人牲证

实。㉞ 同时，石峁中出土的玉器据分析也是来自农

牧交错带东部地区。由石峁遗址可知，在公元前

1300 至 1100 年，为了维护其农耕资源，与武装化

的北方游牧人群对抗，原本分散的农业人群不得不

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有一定组织与动员能力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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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集团。

此外，在北方农牧交错带所形成的这个新型的

社会集团，为强化自身的文化特性而不至于被更为

强悍的牧业人群所征服，便将农业和定居作为本族

群文化标记，并将居住在其南的邦国贵族凝聚在一

起，形成“夏”或“华夏”族群认同。因此，著名

学者王明珂认为形成华夏认同的最主要因素便是公

元前 2000 年至前 500 年左右发生在黄土高原之北

的人类生态变化，即华夏族群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北

方边缘人群游牧化二者是相生相成的。㉟ 不仅如此，

他还将这一生态历史过程与中华文明确立以后的商

周时期联系到一起，认为“商、周王朝统治体系之

形成，可说是以集中化的群体力量来保护及开发资

源，并以阶序化社会作资源重分配架构，来因应此

资源环境变化的一种新格局。”㊱

从近些年我国境内不断发现的众多史前城址，

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与早期文明形态有了进一步

认识。这些史前城址不仅为中国城市起源年代的判

定提供了实证，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全国各地的分

布，又与史籍中三皇五帝时期“万国（城）”林立、

五方并存的状况相呼应，也预示着先祖们开始在局

部联合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先期准

备。㊲ 而在这些史前城址中，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带

地区的龙山石城，可以认为是早期中华文明在北方

地区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与 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吻合的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的产

物。全新世中期的冷干气候事件导致这一地区在全

新世暖期时已形成的农耕业不断向南退缩，北方游

牧人群开始进入，该地区逐渐形成了农耕和畜牧并

存的生计模式，并引发了较为突出的生态危机。在

今陕晋蒙交界的农牧交错带兴起的一批龙山时期石

城，从其时空分布和规模等级格局来看，这一时期

农牧交错带不同生计的族群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

的同时，也因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而引发了频繁的

武装冲突。其后果就是原本分散的族群通过战争与

联合，逐渐形成“诸夏”“华夏”的文化认同，为

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显然，农牧交错带龙

山石城的出现与早期中华文明形成存在着密切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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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地形在东周社会统一趋向中的作用

侯甬坚

一、东亚大平原曾是东周社会完成统一

的必要地理条件

地球表面分为陆地和海洋两大部分，而陆地又

分为平原、盆地、丘陵山地和高原，黑格尔《历史

哲学》所述旧世界里的“河川江海不能算做隔离的

因素，而应该看作是结合的因素”①。这样的结合无

疑具有先置条件，因为平原地形是大自然敞开的胸

膛，无论何时都欢迎人类的到来。黑格尔这位哲学

巨匠对于“平原流域”是这样认识的 ：“这些是被

长江大河所灌溉的流域 ；形成这些流域的河流，又

造成了它们土地的肥沃。属于这种平原流域的有中

国、印度河和恒河所流过的印度、幼发拉底河和底

格里斯河所流过的巴比伦、尼罗河所灌溉的埃及。

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

大国的基础。因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

获得了四季有序的帮助、农业也就按着四季进行 ；

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

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

了成立的可能。”② 此处所论极具平实而广博的特点。

1988 年 8 月，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中

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曾使用“东亚平原”

一词 ：“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

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③ 关于“东亚平原”这

一词语，不仅学术界没有在辞书中予以列入，费孝

通先生在论文里也没有专门的解释，初次读到感觉

十分新鲜，此外就罕有其闻了。

通读《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又不

觉得“东亚平原”一词有什么生疏，也清楚作者是

把中国疆域作为一个生存空间，来论述中华民族的

发展和演变过程，思索和起笔之处都是从大处着眼，

并且判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

北至广漠，东南濒海的这一生存空间，“不会过时

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④ 而这一大

片土地中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以其开阔平坦的平

川土地，构成了东亚平原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诸多平原之中，拥有 35 万平方千米

土地的东北平原列第一位（绝大部分海拔在 200 米

以下），拥有 30 万平方千米土地的华北平原列第二

位（海拔 100 米以下），拥有 20 万平方千米土地的

长江中下游平原列第三位（海拔 50 米以下）。⑤ 参

照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所处地位，黄河和

长江中下游平原居于前列，所以，费孝通出于对中

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总结的莫大使命，给予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以“东亚平原”的文字概括，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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