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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史前文明考古表明，中华文明由多元文化构成，中华大地东南西北都存在史

前时代的区域文明；史前文明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有着渊源关系。本文提出：高校对外汉语专

业文化课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在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中应该融入中华史前文明及

其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联系的考古学成果，并利用考古文物图片与视频向域外介绍与传播中

华民族史前文明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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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日

益重要，近年来中国高等院校对外汉语专业蓬勃

兴起。在高等院校对外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中，

中国文化是其中的主干课程之一。文化教学同时

也是文化传播，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课内

容广泛，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但笔者也注

意到，中国文化课教学对于中华民族的史前考古

文明知识鲜少涉及。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

考古领域先后发掘的史前文明遗址取得了重大成

就，而众多的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及其图片，无疑

给学校教育提供了直观的教学工具。对外汉语专

业面向的是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的文化课教

学即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对外汉

语专业的文化课教学中，中华民族的史前文明史

知识应该受到重视。笔者结合自己在国外国内从

事汉语国教育文化课的教学实践，对文明史与文

化的联系与区别，认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构成及

其与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在对外汉语专业文化

课教学中如何融入史前考古文明史知识，提出个

人浅见。

一、文明史知识与文化知识的区别

注意把握文明史知识与文化知识的区别。

从语言角度分 辨，“文明”与“文化”的含义有

异同。在英语里，“Civilization（文明、文化）”与

“Culture（文化）”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词

汇。前者“Civilization”主要指“文明”，有时也与

“文化” 一词通用，但它的“文化”的意义却有远

古文化的涵义。后者“Culture”则专指“文化”，

是一种从古到今延续的文化。在法语里，这两个

词汇在书写和意义方面也类同英语，即“文明 ”

（Civilisation）与“文化”（Culture）同样既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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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区别。

文明史知识具有认识民族、民族文化与民族

精神的意义。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课讲台

上讲中国文化时，会讲到两种文化。一种是表层

次的文化，一种是深层次的文化。表层次的文化

讲的是衣食住行与风俗习惯，这些都存在于人类

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层次的文化会讲到建构民族

精神与民族思想的文化，如历史、哲学、文学和艺

术等等。文明史知识指什么呢？参考西方国家关

于外国文明史教科书的写法，可以作以下归纳：文

明史知识主要是指文明的发生、在不同时代的发

展以及变化的历史。具体来说，从民族到国家文

明的发生、历史上的传承、发展与变化，以及与外

来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即是文明史知识〔1〕。如果

以“文明”的内容分类，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物

质文明，涉及各种工艺技术与科学的发明创造；

二是政治制度，指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结

构；三是精神文明，主要指民族文化习俗与宗教信

仰。

文明史知识较文化史知识具 有更广泛的内

涵。人类文明的演进，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

展进程。在旧石器晚期，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

产手段与生存方式，产生出原始宗教信仰。在新石

器时代，人类发展出定居与农业种植，或者狩猎

兼营农业，出现陶器及纺织手工艺生产。在铜石

并用时代，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发展出青铜

文化，铸造出用于祭祀、军事、生产与生活的青铜

器、建筑以及各种手工艺技术，艺术也得到发展。

宗教信仰从原始信仰的万物有灵论，发展到多神

教、一神教，形成多种民族的观念与习俗。文化艺

术形式从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包括岩画、陶器纹

饰，发展到青铜器纹饰、有雕塑与浮雕装饰的神

庙建筑、城邦聚落、宫室民居，以及独立的雕塑

与绘画等等。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明

进程，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的发展从小到大，从

氏族社会、部落、部落联盟、邦国到发展出国家形

式。因此人类早期文明既有多种源头，同时也呈

现多元状 ，其间还有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交流

传播与影响。

在对外汉语专业文化课教学中，文明史知识

与我们文化课教学中的文化知识有交叉。如朝代

更替的历史知识，哲学思想中的老庄思想与孔子

儒学；传统艺术中的建筑、书法、绘画、戏曲等；

民族习俗中的节令娱乐、饮食文化等，有的可以划

入文明范畴，有的可以划归文化领域。本文主要

强调的是在对外汉语专业文化课教学中，需要介

绍与传播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史知识及其与中华民

族古代文化的联系。近百年来，发轫于上世纪２０

年代初的中国考古领域发现的史前文明遗存与遗

物硕果累累，极大地补充并丰富了我国的文献记

载。史前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前驱，中华文明对于中

华民族的起源及民族观念的形成，乃至于文化艺

术，具有源头的意义。

二、认识中国史前文明的多元文化起源        

中国近百年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的史前

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时代。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

是不同区域的民族和族群创造的文明，中华文明

是由今日中国的不同地区的区域文明融合构成，

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文化〔2〕。作为一个国家，中

国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我国

的史前文明，即建立王朝国家政权以前的文明。

在习惯性的观念中，我们的共识是黄河是中

国文化的摇篮，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是黄河。在黄

河流域中下游分布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以陶器著

称的仰韶文化，距今约六七千年。生产方式以农

业为主，辅以渔猎和家畜饲养。仰韶文化的考古发

掘始于上世纪20年代，依据遗址差异性分别为半

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大司空村类型以及晚期的

马家窑类型〔3〕。仰韶文化是中原文明的源头，中国

夏商周三代都属于中原的黄河文明。但是在上世

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考古发掘领域中，在各地不

断有新的史前文明遗址发现，其中重大的有长江

流域、北方辽河流域，以及中国西南地区成都平

原等地区，史前文明遗址考古发掘都有重要的收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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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分布有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迹，

著名的即是位于于长江下游浙江的河姆渡文化、

马家浜文化以及良渚文化。其中 早的河姆渡文

化距今约6000~700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仰韶

文化的早期或稍晚，陶器以黑陶为主，出土了作为

农业工具的骨耜，发现了干栏屋、稻壳堆、猪骨等

遗迹。后期的良渚文化距今约5000多年，考古发

现已有较高工艺水平的竹编、木器制作与丝麻纺

织，尤其以精工雕琢的玉器著名。长江流域下游

的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明考古遗址与文物呈现了

中华民族南方农业文明的特点〔3〕。

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长江中游和

江汉地区也发现了众多的史前文化遗址，发掘出一

批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史前城址与

聚落群。在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石家河文化古城

聚落中，发掘出大量的陶塑动物及人像遗物，其数

量累积大约5000个，显然与交换和贸易有关〔4〕。石

家河文化晚期还出现数百  件玉器，其中有10余件

玉石人头象〔5〕。石家河文化区域的石器和玉器的

发达，表明石家河聚落遗址是新石器时期长江流

域中游的一个农业文明繁盛的区域。

处于长江上游地区的成都平原地区，从上世

纪90年代中叶以来，在成都平原发掘了以“宝敦

文化”命名的成都平原古城遗址，古城遗址分布在

成都平原的西边至西北部北部的新津宝敦、都江

堰，崇州、郫县、温江、大邑、广汉，发掘出陶器、

城市聚落，以及大型的祭祀台地，时间初步推定

为距今5000~3700年之间〔6〕。成都平原古城遗址

的发现与发掘，无疑揭示了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

时代的文明现象。在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发掘的古

蜀王国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文物，包括陶器、青铜

器、玉器、金器、象牙等遗物，其中的青铜人像面

具举世闻名〔7〕。2000年代前后在成都市内考古发

掘命名的“十二桥文化”中的“金沙遗址”，也出土

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金器等〔8〕。“三星堆遗

址”与“金沙遗址”的考古文物共同揭示了成都平

原古蜀王国的面貌。古蜀王国属于成都平原“宝敦

文化”古城文明范畴，它们之间存在序列关系。

在华北今日内蒙赤峰市西辽河上游的红山文

化遗址，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于1983年以来在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规模巨大的祭坛，有

神庙、土冢，并发掘出一个女神象，还有精美的玉

器和陶器，距今有6000年~5000年的历史〔9〕。红山

文化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

社会与文明面貌。

中国考古学界在上世纪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收

获的史前文明的考古发掘成果，丰富了中国的历

史文献知识，证实黄河文明并不是中华民族唯一

的文明。从地理位置上看，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

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西南地区成都平原所

存在的发达的多种远古文明，实际上大致覆盖了

今日中国的东南西北，它们的融合构成了中华文明

的文化多元与丰富。中国史前文明所形成的不同

区域的多元文化，不同区域民族的早期先民创造

的文明（包括物质、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与后来

的王朝文明之间存在联系，表现在各地文明之间

存在交流与影响，青铜器的一些造型和纹饰与史

前时期的陶器和玉器都有联系，中华民族的民间

信仰与史前文明有着渊源关系等等。考古遗迹和

文物所揭示的史前文明史知识，虽然属于考古学

领域，但它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源头，与中华民族文

化关系密切。

三、史前文明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及其在对

外汉语文化课教学中的融入

史前文明与中华民族文化有何种联系？在对

外汉语文化课教学中如何运用考古学成果向域外

传播中华文明史知识？笔者认为，从考古学考察，

史前文明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充分的联系。考古

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根据考

古遗址、考古遗物所作的相关研究，不仅提供了

丰富多样的对于史前文明史的认识，也表明史前

文明对中华民族古代社会的工艺技术、民族信仰

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都有着直接影响。史

前文明史知识主要透是过考古文物来揭示，大量

的考古学上的文物图片，考古与文物视频，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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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了对于史前文明史知识的认识，而文物

图片与视频恰恰与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需要的直

观性与趣味性相契合。具体而言，我们在课堂上

介绍史前文明史知识与古代民族文化的联系时，

应该重视使用文物图片和视频。在认识和掌握了

重要的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选择有代表

意义的考古文物图片及视频，有重点的集中解说

不同区域的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及其相互的影响与

传播。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将中华民族史前多元

文明知识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融入课堂教学之

中。

1．陶器器型与青铜器之间的联系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陶器与中原早期青铜

器造型有联系，中原文明早期出现的青铜器直接

模仿陶器器型〔10〕。陶器的罐、盆、钵、鼎等器型，

也是商周青铜器的重要器型。如长江流域的良渚

文化，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

文化陶器中都有一种三足的“封口盉”，夏代的青

铜饮酒器“管流角”器型，即是从陶器“封口盉”

演变而来，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又如仰韶文化

半坡晚期陶器的敛口平底钵以及敛口平底带鼻

钵，这种钵的器型都被商周青铜器承传。尤其是

仰韶文化马家窑陶罐中的一种双耳、鼓腹、细颈、

敛口的小平底陶罐造型，即是商周青铜罐的基本

器型。东周春秋时期的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如鸟、

虎等青铜器型无疑可以追溯至早期的陶器的禽鸟

造型。陶器提供了青铜器的器型，并在此基础上

发展出辉煌的青铜文化。陶器与青铜器的关系，

显示了史前的物资文明技艺与青铜时代存在继承

发展关系。

2．史前文明与民间信仰和民族观念之间的联

系

人类的宗教文明产生于对大自然的认识，史

前人类受到生存方式与生产活动的影响，因此早

期持“万物有灵论”信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

期的马家窑彩陶流行一种蛙纹，中国南方民族的

蛙崇拜即可以上溯到这种彩陶上的蛙纹。马家窑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后期代表，主要在甘肃兰州、

临洮等地遗址中发现。其纹饰多为彩色几何形，也

有部分动物纹饰。马家窑彩陶的动物纹饰尤以形

状较统一的蛙型纹饰较典型，这种蛙纹基本简化

为直立的躯干与弯曲的四肢。成都平原金沙遗址

发掘出土的两枚用于祭祀的蛙型金箔，与马家窑

彩陶的典型的蛙纹饰极其相似：同样的直立的蛙

躯干与弯曲的四肢〔11〕。马家窑遗址分布地与金沙

遗址的成都平原地理位置上是纵向的从西北到西

南，从时间上的先后考察，无疑金沙遗址蛙型金

箔的造型及其祭祀意义与马家窑彩陶的蛙纹之间

存在联系。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中国西南和南方

民族的蛙崇拜，包括民族神话与传说，以及反映

在晚于金沙遗址蛙型金箔的西南与南方民族的青

铜鼓的蛙纹饰，显示出蛙崇拜存在有经古蜀王国

南传的迹象。马家窑彩陶蛙纹极其体现的求雨与

多子的祭祀意义，与西南及南方民族民间信仰的

蛙崇拜之间存在联系〔12〕。

中华民族何时 始自称龙的传人？“龙”的

形象在古代即与虫和蛇相联系。山西省襄汾县陶

寺龙山文化墓地的大 墓中出土的彩绘陶器中曾

出现过一种蟠龙纹，形象类似鱼类。真正称之为

“龙”，并与青铜器的“龙纹”有直接联系的是红

山文化的“玉龙”。位于西辽河上游红山文化的考

古遗物以祭祀玉器著称，器形有龙、猪、虎、鸟等

动物鸟禽，其中有一类呈C字型，头如蛇头，身如

长虫的祭祀玉器，在考古文物领域被称之为“玉

龙”。还有另一种颇类似这种龙形，但又与猪型相

似，被称之为“玉猪龙”的祭祀玉器。商代的玉器

中出现过这种“玉龙”、“玉猪龙”器型。这种头

如蛇身似虫的“龙”形象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

饰上产生出一种“龙纹”， 早出现在一尊“父丁

卣”的提梁上。该提梁类似两条直立的龙身躯，

同时在一些青铜器的圈足上也出现了“龙纹”纹

饰〔13〕。这种龙身型提梁与圈足的“龙纹”在西周

青铜器纹饰中 始流行，西周中期的一尊“伯簋”

提梁即是龙身纹饰。龙身型提梁在东周春秋早期

青铜器上发展成熟，如一尊名“龙耳尊”的青铜

器，尊的两端提耳状如两条直立的龙身，“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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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龙吻张 ”。其头型和身型与红山文化中的

“玉龙”颇相似。这种出现于商代晚期，流行于周

代的提梁型龙身躯型与红山文化玉器的C型玉龙

足可以相联系〔14〕。

在成都平原商末周初的古蜀国三星堆遗址祭

祀坑中发掘青铜神树中，其经中修复的青铜树一

号也显示出了“龙”的身影。青铜树一号残高384

厘米，树干上分上下三层树枝，每层各有三枝，上

各有叶片、花萼及伫立小鸟，“树干表面有一巨龙

蜿蜒而降……龙头长方形，似有两根肉须（？），怒

目定睛，呲牙咧嘴；龙身躯细长，呈绳索状虬曲；

龙足更奇特，如人的张肱曲肘，有龙爪如伸手的人

掌，粗短的拇指与细长的四指分 ……”〔15〕

商、周时代青铜器上出现的“龙纹”，即是史

前陶器时代的一种龙崇拜民族观念的传承。龙崇

拜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信仰，不仅汉民族自称为龙的

传人，据考察，中国西南金沙江流域地区的近代藏

缅语民族以及傣族中，也大多流行龙蛇崇拜〔16〕。

东汉以前的哀牢古国的民族传说中，有“龙生哀

牢九子”的神话传说（《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因此，中华民族的“龙崇拜”源头，可从商周青铜

器的“龙纹”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蟠龙纹饰

与北方红山文化中的祭祀玉器“C”型玉龙。

3．新石器时代的神灵祭祀物与中华民族祭祀

文化之间的联系

祭祀器物玉琮 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

域文明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江文

明中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考古文物中有玉

琮、玉镯、玉钺、玉耘田器等祭祀礼器，尤以玉琮

著称。在文物图片中，良渚文化的玉琮有两种造

型，一种是两节空心的外方内圆型，一种是一节空

心的方形。这两种造型的玉琮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四面都刻有一种半人半兽的纹饰，其特点是铜

铃大的双眼，抽象的五官面型，考古学界命名为

“兽面形”。玉琮的功用是祭祀天神所用，这是考

古学界的共识。祈求天神风调雨顺，这是原始民

族的神灵信仰，可以联系到农业文明，这与考古发

掘遗迹与文物所揭示的良渚文化的农业文明特点

一致。

玉琮在中原夏商王朝都有出现，中国西南地

区也发掘有古蜀国时代的玉琮遗物。古蜀国三星

堆文化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双手在胸前作上下环

形，手中握祭物，其环抱手型与玉琮接近，在古蜀

国金沙遗址中即发现了一件精美的多节玉琮。至

于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半人半兽的纹饰，在商代早

期的青铜器上就出现了类似的“兽面纹”，并成为

此后商晚期与西周早期青铜器上较普遍的纹饰，

古蜀国三星堆青铜器也有兽面纹。此上表明，中原

地区的商周王朝以及长江流域古国的祭祀玉琮及

“兽面纹”所代表的神灵祭祀文化，与新石器良渚

文化存在联系。

4．史前古城遗址提供了对古代人类社会神权

地位的认识

成都平原古城宝墩文化遗址聚落始于1995年

相继发掘，清理出一系列大型的古城聚落，属于

同一总体文化面貌。其中在宝墩文化遗址中的郫

县古城发掘的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内发现了5座从

东北往西南依次排列的长方形卵石台基，被推测

属于宗教性质的大型礼仪中心，与宗教和政治生

活有关〔17〕。城邦聚落的社会生活与祭祀关系密

切，反映了早期人类的聚居生活与原始信仰方式，

从中可以窥见成都平原古城在新石器时期的社会

生活与原始崇拜。在成都北部广汉发掘的著名三

星堆遗址文化，包含有成都平原古城遗址不同时

期的文化类型。通过了解成都平原古城遗址的社

会生活与神灵祭祀方式，联系三星堆遗址发掘出

来的青铜神树、青铜祭坛、双眼鼓突的青铜神人，

以及手握祭祀器的青铜大立人塑像，不仅可以更

好地认识和理解古蜀王国的政治生活及其神灵崇

拜，同时也提供了认识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文明源

头。

以上通过考古文物图片与视频举例所展示的

中国史前时代不同区域的民族创造的多元文化及

其传播与相互影响，它与青铜时代及中华民族文

化的联系，无疑表明了中华文明的古老多元及中

华民族文化历史的悠久。因此，考古发现和考古



文化教育WENHUA   JIAOYU

1672013年第 8 期　

成果所揭示的中华民族各地的史前文明成果与史

前文明史知识，在国内应该向公众普及，在对域

外的中华文化传播中，也应引起注意。

高校对外汉语专业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具有传

播中国文化的性质与使命，但史前文明史知识目

前在我们的文化课教学中尚未引起重视。笔者认

为，在对外汉语专业文化课教学中，通过考古文

物图片与视频介绍中国史前多元文明史知识，是

新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普及的需要，对于重

新认识中国多元文明与多元文化起源及其前后承

继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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