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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

光直①教授(1931-2001)是蜚声海内外的考古学家，有

海外中国考古学第一人之称，他关于古代中国考古

学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张光直先生一直注

重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尤其是到了晚年，他

不但继续进行该方面的研究，而且对其关于中国古

代文明的起源理论予以了较全面的深化，建立起完

善且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一、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是首位给文明的诞生划

线者，他指出作为一个古代文明，只要具备了以下三

项标准中的两项即可达标，这三项里有文字、居民在

5000以上的有高墙围绕的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②

与之不同的是，张光直先生从文明要素的诸多方面

论证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各要素的重要作用，总

体阐述如下：

古代文明通常是以文字、广阔的城市中心、先进

的青铜冶炼及高度集权政治国家来划分的。在古代

中国，这些文明的因素在公元前3000年期间出现，至

公元前两千年则达到了成熟。③

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这些重要成分的出现作为标

志，有助于在历史发展之程序中辨认其发展阶段。④

中国文明的中心区域就是中国(文化)互动圈，在

该互动圈基础上，特别是在该互动圈中心，中国古代

文明就可以在中国的考古资料里清晰地见到，这即

是文明之起源，或是阶级社会之起源⑤。

谈文明的动力就是谈一个社会积累、集中及炫

示其财富的方式和特征，即是谈其各种成分(例如文

字、青铜器与城市等)。中国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

文明动力便是政治和财富之结合。⑥

中国最早城市之特征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和

象征，而并非经济起飞之结果。⑦

在中国这一类文明里面，作为文明产生之必要

因素，财富积蓄与集中的法则是什么?在考古学上文

明所表现出的财富集中几乎全是靠生产劳动力的增

加才造成的，也就是靠政治性措施而造成的。⑧

关于其财富的积累与集中是可以量化的，能够

在考古遗址中找到积累与集中的实证⑨。

从关于文明诞生的具体内容来看，显然张光直

先生对古代文明的界定比克拉克洪的更具体而严

格，尤其是关于先进的青铜冶炼与高度集权政治国

家这些文明要素在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中不可替代之

作用的论述，青铜冶炼是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的高

论张光直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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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域，夏商周时期大量气势雄浑的青铜器是中

国古代文明中的奇葩，而且由下文可知，神权政治

(巫觋)在古代高度集权政治国家里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中国古代最早城市的特点就是作为政治权力的

工具和象征，作为文明产生的必要因素，财富的积蓄

与集中不仅可以量化，还能够在考古遗存中找到财

富积累与集中的实证，所以在张光直先生对古代文

明的界定中，考古资料的实证性也更强。

二、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的重要特征

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各要素的研究，有

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即十分重视青铜器的用途与

地位，同时也非常强调巫觋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古

代文明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跟文明产生以前的生

产工具、技术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变化。中国青铜时

代的一个颇为重要之特征，即是青铜器没有使用在

生产技术上，青铜农具即便是有的话，亦是非常稀少

的。⑩他强调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文明与国家政权以

及神权政治(巫觋)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从中国古代文

明的诸多方面论证了由巫觋所主持的祭祀活动及巫

觋本身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这方面的论述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诸多理

论中是颇为罕见的。他关于青铜器与巫觋在古代文

明起源中作用主要有如下论述：

(一)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1.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基本是礼器与兵器，据

有九鼎是独占通天手段的象征。

中国古代的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基本上是礼器

和兵器，农业生产工具基本上仍是石、木、骨器，与龙

山文化时期无大的差别，所以夏商周时期文明的发

展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系不大，其财富的增加主

要是劳动力的增加，或者是对既有劳动人口更有效

的经营与管理，劳动力增加的途径之一是发动战争

以掠夺人口，发动战争除了需要青铜兵器之外，还要

与由巫觋主持的有青铜礼器等法器在内的祭祀活动

相联系。社会财富在绝对程度上的累积是文明之基

础。另一方面，光有社会财富的绝对累积尚不够，还

需要有财富的相对集中才行。占有中国古代艺术品

的人也就占有了沟通天地之手段，即是掌握了服务

于古代政权的工具。古代的王朝占有了九鼎，也就

象征着独占了通天的手段。通过青铜器上面的动

物图像能够使人与天地相沟通，占有青铜器者即成

为合法统治者。因为金属的匮乏和在采矿、熔炼及

铸造中所遇到的困难，也使得青铜器在诸象征物里

取得了至上地位。作为通天工具之一的艺术在政

治权力的获得和巩固上所起的作用是能够与戈戟、

刑法、战车等统治工具相比的。古代艺术在政治方

面之重要性，从关于九鼎迁移的传说上就可以看得

最清楚了。

2.在中国古代文明中，青铜器是获取与维持政

权的主要工具，也成为中国古代文明所出现的关键。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青铜器为特征的，这是由于

在巫教环境下，中国古代青铜器是获得与维持政权

的主要工具。青铜容器在制作程序上的复杂性以

及人力财力的管理和耗费，都远远超过龙山时代的

玉器，它们与玉器一样，皆被王室贵族控制和独占。

大禹时期所铸造的九件大铜鼎成了政权合法性之象

征。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突出特征是在于其应用，它

们几乎很少被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业灌溉，而主要

被铸造成了各种造型的礼器与兵器，被用于祭祀以

及战争，也就是和维护王权的政治、宗教与军事活动

等关系密切，即作为王权不可分离之两大因素的祭

祀和战争，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出现之关键。

3.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助理巫觋沟通天

地的各种动物在青铜礼器上面的形象，其动物纹样

是成双成对的。

有若干的动物是帮助巫觋沟通天地的，其形象

在古代便铸于青铜彝器上面，从所谓“铸鼎象物”，就

可以逐步了解：帮助巫觋沟通天地的一些特殊的动

物，至少有一些即是祭祀牺牲之动物。用动物来供

祭亦就是使用动物以帮助巫觋去通上下、通民神乃

至通天地的一种具体的方式。商周青铜器上面的动

物纹样是帮助巫觋沟通天地的各种动物在青铜礼器

上的形象。我们把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当作巫

觋沟通天地工作的一部分的工具，该说法完全能够

圆满地说明动物纹样的“两龙”现象，在王室分成了

两组的情况下，王室祖先在另一个世界中自然亦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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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着类似的排列规则，所以巫觋在为王室服务所做

的沟通天地之工作上也得左右兼顾，其动物助理亦

即产生了成双成对的需要。

4.夏商周三代都城屡变之原因是以追寻青铜矿

源为主要因素。

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在于三代政治斗争中青铜器

的中心地位，青铜器在当时政治权力斗争上是必要

的手段，若无铜锡矿，三代朝廷也就没有了青铜器。

三代“圣都不变，缘故容易推断；而俗都屡变，则以追

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

(二)巫觋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1.中国现存的最早文字多是与占卜祭祀相关

的，文字是由巫觋独占的知识。

甲骨文通常是刻在用来占卜的牛肩胛骨与龟甲

之上的，而刻字甲骨一般皆是为殷王占卜用的。除

甲骨文之外，考古所发现的殷商文字仅有铸刻于青

铜器上面的铭文，其内容通常都是记录商王和他的

诸侯大臣赐赏礼物的各种场合。因此，我们可以说

现存的中国最早文字多是与占卜祭祀相关的，而且

是专门用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字是被巫觋所独

占的知识。

2.仰韶时期萨满教的证据是世界萨满教历史上

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巫的职务在于通天地。

仰韶文化时期的农村里已有了巫师的可能性非

常大，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很可能画的就是一个巫

师，这位掌管祈渔祭者，被画在用于盛鱼或者祈渔祭

的器皿里。仰韶文化社会里无疑是有巫觋人物的。

巫师的任务就是通人神、通天地，有时候他们还兼具

阴阳两性的份。有动物作为巫师升天入地的工作助

手，这些动物已知有龙、虎及鹿。仰韶文化的艺术里

有巫师乘龙上天之形象，还表现出来了巫师骨架化

现象，其葬礼存在着再生的观念；仰韶文化巫师的作

业中有舞蹈。上述诸特征在实质上与近现代原始民

族中常见的巫觋宗教或者称萨满教是相符的，仰韶

时期萨满教的证据是世界萨满教历史上有充足证据

表现的最早的形式之一。巫术与仪式及祭祀所存

在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通过考古学来证实巫术

的独占或者集中的方式之一就是观察在考古文化发

展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出现了仪式祭祀用具集中或者

独占的现象。关于这一点，中国考古学上已经发现

了很清楚的材料。上文已述，仰韶时期有许多关于

巫觋的资料，可是这些材料尚无集中的现象。在龙

山文化的遗址中无疑看到了两种新现象：与祭祀仪

式相关的遗物数量与种类皆有极为明显的增加，同

时这类遗物在墓葬中存在着清楚地集中于“大人物”

墓葬里的强烈倾向。商王室的人可能皆为巫，或者

至少皆有巫的本领。巫的职务是在于通天 (圆)地
(方)。以通天地或者贯方圆为主要职务的古代神巫

可以以玉器里的琮作为最明显的一个象征。玉琮最

流行于公元前 2000年至前 3000年的东海岸的良渚

文化。近来学者也找到了关于殷人筮卜的证据。由

此看来甲骨卜与筮卜皆是殷代巫师通神之方式。在

殷商的巫术系统里，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

关注。动物作为巫师的亲昵伙伴，也是巫师作法时

的助理。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及南方的良渚文化在

内的东海岸的龙山文化，发现了许多玉制法器，从这

些资料来考察，龙山时代已存在巫性美术集中的倾

向，至三代时期便达到了集中的高潮。

3.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兴起的问题，萨满教的强

烈垄断使得只有那些高高在上者才能与祖先及神灵

沟通，而这恰是一个关键。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之兴起，萨满教的强烈垄断

是关键，它使得只有那些高高在上者和当权者才能

跟祖先及神灵沟通。由此方能有见识，方能掌握统

治权。因此，在中国古代，占有艺术品就是执掌了政

权。这些艺术品其自身的艺术价值是颇为珍贵的，

但由于其所具有的沟通神灵之作用，它们就变得更

加宝贵了，这是它们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中国古

代国家与国家正统性之象征是所谓九鼎，这并非是

巧合。商代巫术所用的法器有明证可据者还包括

玉器。据《史记·殷本纪》载，武王伐纣时，商纣王兵

败后，“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所以，殷人有用玉器

环身以赴火之仪式。酒喝多了亦会有利于幻象的产

生。商代青铜器里酒器的数量与种类之多，其中就

有盛酒器、温酒器及饮酒器，表明在祭祀时酒不仅是

饮用的，并且较为重要。商代考古遗物里可定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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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颇多。商周青铜礼器中酒器数量和种类颇多，

周公在《尚书·酒诰》里，虽以商人嗜酒为戒，却又一

再强调，“你们要喝酒，只能在祭祀时喝”，即祭祀的

时候不仅可以喝酒，并且应该喝；这跟礼器中酒器之

多是相符合的。看来在祭祀时仍可饮酒的是巫觋，

饮酒的一个目的就非常可能是提高巫觋的精神状

态，以便于与神界沟通。强调古代艺术实用的一面，

也就是作为巫觋之通天工具的这一面。

4.中国古代文明更显著的特色之一，即是在其

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及其作业

要发挥极大的作用。

从史前至文明时代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续性

体现于宗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中，宗族制

度是阶级分化与财富集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古代

中国青铜器等于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权力工具，贯通

天地是古代中国宇宙观中一个最重要的动力与焦

点。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把宇宙分成了不同的

层次。古代宗教及仪式的主要任务是使活人能贯通

不同层次，能够上天入地，巫的任务即是执行该业

务。古代中国的艺术品即是巫师法器。这样巫教、

巫师和政权之关系便非常清楚了。考古学上最要

紧的便是各种的艺术品，也就是有关法器之表现。

占有法器即是执掌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亦即掌握

艺术品就是占有政治权力的象征。王帝不仅掌握

着各地方国之自然资源，并且掌管各地方国的通天

工具，就像是掌握着最多且最有力的兵器似的，象征

着掌有大势大力。“铸鼎象物”是制作通天的工具，那

么掌握了铸鼎的原料即铜矿锡矿亦即是从根本上掌

握了通天工具。因此，九鼎不只象征着通天的权力，

并且象征了制作通天工具的原料及技术独占，亦即

是来自于对古代中国艺术的独占。因此，改朝换代

时，不仅转移政治权力，并且也转移古代中国艺术品

精华。所谓九鼎不过是古代艺术之顶端而已。古

代中国文明更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在其政治权力

的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及其作业与所代表

的宇宙观要发挥极大的作用。

5.统治阶级亦可称通天阶级，包括具有通天本

事的巫觋和拥有巫觋也就是拥有了通天手段的

王帝。

占有通达祖神意旨的手段者就有进行统治的资

格。统治阶级亦可被称为通天阶级，包括具有通天

本领的巫觋及拥有巫觋也就是拥有通天途径的王

帝。至殷商时期，巫师和王室的结合已经趋于完

备。可是，天地之贯通是仅有王室才能够独占的权

利，因此，巫术也与战车、刑具、城郭等一样都是统治

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

6.在巫教的环境里，古代中国青铜器是获得与

维持政权的主要工具，中国文明、玛雅文明及其他很

多的文明代表古代一个基层之进一步的发展。在此

基层上发展而来的文明，皆是连续性的文明。

古代中国文明为什么是以青铜器为特点?这是

由于在巫教环境内，古代中国青铜器是获得及维持

政治权力之主要工具。在中国以及中国这一类文明

里，产生文明的必要因素，积蓄与集中财富的法则又

是什么呢?第一，该文明在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财

富集中并非借生产技术与贸易的革新之类，而几乎

全都是靠生产劳动力的增加才造成的，也就是靠政

治性措施而造成的。第二，作为政治程序占优势地

位这一项事实之重要的表现是古代贸易的属性。在

这样的社会内，贸易之主要对象是和政治相关的物

资，而战略性物资流通是以战争的形式才实现的。

第三，因为财富之集中是借政治程序(也就是人和人

之间的关系)而并非借技术与商业的程序(也就是人

和自然的关系)造成的，所以我们即可称这类文明是

连续性的文明。第四，实际上现有宇宙观与社会体

系为政治提供了操纵工具，操纵之关键是在于社会

及经济的分层。在古代中国，可资证明的这种分层

的表现有三个：其一为宗族分支；其二为聚落等级体

系，它导致了城市与国家之形成；其三为巫师阶层及

巫教法器之独占，包括了美术品的独占。该现象是

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特点。这些最重要之特征与古

代中国青铜器所属的巫教特点颇为相似。中国文

明、玛雅文明以及其他很多文明代表古代一个基层

之进一步发展。在此基层上发展而来的文明，皆是

连续性文明。在属于这些文明的城市、国家产生的

过程之中，政治的程序(而不是技术、贸易程序)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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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动力。

7.对祭祀的垄断，反映了统治者对神的世界及

人间社会所显示出的智慧的独占权。祭祀大典便成

了统治者的专利。

对文明之出现最具说服力的就是与宗教祭祀相

关的标志图案与符号，以此彰显了一些权力。从龙

山文化开始，用来打仗的兵器与用来祭祀的礼器，皆

被统治者垄断及独占。显然那些拥有兵器及礼器越

多的首领们，对于生活资源的支配权也越大，就表现

得更为强大。占有礼器对于权力的积聚与巩固，会

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在礼器上使用某些富有神秘色

彩的装饰艺术，被想像成祭祀者可获得与上帝及祖

先相接近的途径。对祭祀的垄断，反映了统治者对

于神的世界及人间社会所显示出来的智慧的独占

权。祭祀大典就成了统治者的专利。所有这些皆是

祭祀所用之礼器或者艺术品。这些礼器与艺术品似

乎皆由“黎”和“重”这样的巫师们所掌管，他们掌控

着通往天堂之路，且以此维护似乎来自神授的王权

统治。

8.从龙山开始直至三代在考古学上看出来的最

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社会权力的集中，有系列的象征

物等级，象征物也就是作仪式的法器。

社会权力之集中，这是从龙山伊始直到三代最

重要的一个在考古学上看得出来的变化，有一连串

的系列象征物等级。象征物就是法器，也就是作仪

式的法器。这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即是在社会权力

之集中上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便是对升

天权力的独占。也就是美术品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结

合，亦即统治阶级对于美术品的独占。美术品之主

要目的便是用于法器，即巫师做巫术所用的法器。

在古代，巫师享有很高的地位。通天地的巫是把祖

先与神的消息带给了人，而把人的消息及请求带给

了祖先。

三、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深化过程的分析

1960年，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其关于中国古代文明

起源问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总的来看，他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论在20世

纪60年代(及其以前)属于初创期、至70-80年代为成

熟期、到90年代则是深化期，以下即按此次序分别予

以叙述。

(一)初创期(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前)
在该时期，作为年轻学者的张光直先生所发表

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学术文章主要有《商周

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商周神

话之分类》等，其中在文明起源方面影响较大的文

章以《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

为代表。以下是对该文中有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

主要观点之归纳及引用：

1.商周时期的美术大致是以动物形作为支配纹

样的美术，商周早期，神奇的动物具有相当大的支配

性神力，商代占卜是借助动物的骨甲作为媒介而与

逝去的祖先沟通消息，“在殷周之早期，生人可以借

动物的骨质之助而与死者通达消息”。

2.亲族关系是能够直接决定了政治地位的一大

要素，在商周时期，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很大一部分是

以亲族制度作为直接基础，“上层阶级本身又分为政

治地位相差异的集团，而这些集团之构成亦基于亲

族制度。从这方面来看，诸公室之权力争夺乃是亲

族群之间的争斗”。

3.《国语》所载的《重黎》绝天地通故事和古代的

骨卜，表明商周早期人的世界与神祖的世界之沟通

大多凭借萨满或教士的“神通”，“结论谓巫觋常为生

死世界的沟通媒介，而动物常为其助手”。

4.中国古代礼乐青铜器当时显然是用于祖先崇

拜的仪式，并与死后去参加到祖先行列的人一起埋

掉。因此，这些青铜器上装饰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

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般的动物纹饰，

“在商人的世界观里，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之间的

差别，几乎微到不足道的程度”。

(二)成熟期(20世纪70-80年代)
进入 20世纪 70-80年代，张光直先生在学术上

进入了较为成熟的时期，在70年代初，他步入了不惑

之年，进入这个年龄段通常意味着社会阅历已较为

丰富，且年富力强，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另外，从

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大陆逐步开始了改革开放，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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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张光直先生与中国大陆学

术界同行们的交流也日益增多，他到大陆多次讲学

并进行学术考察，较有代表性的如 1984年他到北京

大学考古系和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所做的多场讲演

以及到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等地所进

行的学术考察，在诸如此类的交流过程中，他这位

在青年时代即赴美留学的海外游子对中国社会的认

识也会逐步加深。关于张先生20世纪70-80年代对

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研究，可分为前后

两个阶段，即前段(20世纪70年代)和后段(20世纪80
年代)。

1.20世纪70年代(前段)
在 70年代，他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的著作

以完成于1978年的《商文明》(40)为代表作。该书的

第三章(第七节)“祭祀”及(第八节)“王权的象征”等体

现了该时期张光直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观

点。以下是对该书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主要

观点的归纳及引用：

(1)商代宗教与其国家起源及合法化不可避免地

缠结到了一起。商王之祖先能够代向“帝”求情并赐

福，而商王又能与祖先相互沟通。所以，对先祖的崇

拜与祭祀就能够为商王的神权政治统治提供心理及

精神上的强力支持。商王之一切权力皆来自于神权

政治，占卜不但是其他所有祭祀的基础，并且亦为其

他所有活动之前奏曲。商的祖先是通过卜甲与卜骨

向商王传达信息，商王亦由此得出准确的预判。

(2)权力的标志物中的每一项皆带有以往某些政

治制度的历史的影子，使得后来者对其的占有与使

用体现出了权威之转换，使后来统治者合法化地拥

有了至尊的地位。

(3)《左传·宣公三年》所载的有关青铜礼器为王权

象征物之表现最明显，即“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

纣暴虐，鼎迁于周。”通过“九鼎”迁移的记载，反映出

这个代表了当时最高统治地位的象征物很可能指的

就是那些最受敬重的成套的青铜礼器。

(4)若把这些艺术和其潜在的宗教观念结合起来

予以考虑，在关于商人的神话故事里，所有动物皆是

作为商王和其祖先相互沟通之重要媒介而出现，而

肩胛骨与龟甲则在二者的沟通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

作用。

2.20世纪 60年代与 7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明

起源的学术观点之对比

关于张先生 20世纪 60年代和 70年代关于中国

古代文明起源之学术观点的对比，这里例举如下：

(1)在60年代的著述中，张先生从形式上注意到

了商周时期的美术以动物形作为支配纹样，而到了

70年代，则进一步把这些艺术与其潜在的宗教观念

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从内容上发现在有关商人的神

话故事里，所有的动物出现时，都是商王与其祖先相

互沟通的重要媒介。由此反映出张先生对中国古代

文明起源中(与巫觋活动)相关的动物作用的认识有

一个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

(2)在60年代的著述中，张先生通过《重黎》绝天

地通的故事与古代的骨卜发现商周早期人的世界与

神祖的世界的沟通大多凭借萨满或者教士之“神

通”，得出了巫觋经常是生死世界的沟通媒介的结

论；到了 70年代，就进一步发展为“神权政治”的论

断，即对先祖的崇拜和祭祀就能为商王的神权政治

统治提供强力的支持，商王的一切权力皆通过神权

政治而来，占卜既是其他所有祭祀的基础又是其他

所有活动之前奏曲。

(3)60年代，张先生已论述中国古代的礼乐青铜

器显然是用来崇拜祖先的；至7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

通过历史文献关于“九鼎”迁移的记载，揭示出这个

代表了当时最高统治地位的象征物颇为可能就是指

那些极受敬重的成套的青铜礼器，有关青铜礼器最

明显的表现是作为王权的象征物。从用于祖先崇拜

的青铜礼乐器到作为最高统治地位象征物的“九

鼎”，张先生已将对中国古代青铜礼乐器的认识从祖

先崇拜的祭祀用具上升为王权的权力标志物，并与

传世文献里有关“九鼎”变迁和朝代兴替的记载相印

证，从而将对礼乐青铜器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3.20世纪80年代(后段)
进入80年代，张先生在学术上更加成熟，并且著

述颇丰。张先生发表于 20世纪 80年代的学术著作

有《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艺术、神话与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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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中国古代艺术

与政治——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古代

中国考古学》(第四版)(1987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联书店 2013年出版了中译本，关于该书由耶鲁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见陈星灿先生为该书中文版所

撰写的跋)；《商代的巫与巫术》；《濮阳三蹻与中国

古代美术史上的人兽母题》。其中，《古代中国考古

学》(第四版)、《考古学专题六讲》和《艺术、神话与祭

祀》等著作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古代中国考古学》

(第四版)被誉为“中国古代考古学最精彩的一本

书”。80年代张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上述

学术著作中主要学术观点的几个方面见于以下对其

的归纳与引用：

(1)在80年代，张先生对动物在通天地中的作用

予以了进一步地明确，即由此可逐渐了解：帮助巫觋

通天地的那些特殊的动物中，至少有若干就是用于

祭祀牺牲之动物。以动物献祭亦就是用动物协助巫

觋来通民神、通天地、通上下的一种具体方式。商周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乃是帮助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

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之形象，“在王室分为两组的情

形之下，王室的祖先在另一个世界里自然也遵守类

似的排列规则。因此，巫觋为王室服务所作沟通天

地的工作上也须左右兼顾，他们的动物助理也就产

生成对成双的需要”；他对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和动物彼此可以相互转型，即

在殷商的巫术系统内，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一是人

与动物可以彼此转形，二是作为巫师的亲昵的伙伴

的动物便是巫师作法的助手”。

(2)关于青铜礼器，张先生确认占有青铜器者就

是合法统治者。如此一来，在中国古代之内，诸多国

家间的激烈争斗，开始以相互间对艺术珍宝之激烈

争夺为象征，“而由于金属的匮乏以及在采矿、熔炼

和铸造中所遇到的麻烦，青铜器便在诸象征物中取

得了至上的地位”。

(3)张先生对文明产生的条件做了具体阐述，提

出了在中国古代文明中与财富累积和集中相关的几

个现象，首先是进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生产工具和

生产技术与进入文明之前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并

无“本质上的改变”，而且由于(基本)没有发现青铜农

具，所以青铜器不是用在生产技术方面。中国青铜

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青铜器之使用并非

在生产技术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假如有青铜农具

的话，亦是很少的。古代中国文明的几个现象，就是

与财富的累积和集中相关的，即“产生文明需要什么

因素?文明的基础是财富在绝对程度上的累积。很

贫乏的文化，很难产生我们在历史学或考古学上所

说的那种文明。另一方面，仅有财富的绝对累积还

不够，还需要财富的相对集中”。

(4)张先生对由史前到文明时代相连续的宗族制

度，在阶级分化与财富积累方面的作用予以论述，认

为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基础，即“从史前到文明时代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连续性是宗族制度。我认为，宗族

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面，是阶级分化和财富

集中的一个重要基础”。

(5)张先生具体阐述了古代中国青铜器成为古代

政治权力的工具。从古代宗教和仪式之主要任务是

使生人(活人)能够贯通不同层次，上天入地，到执行

该任务的巫师的法器即属于艺术品的青铜器，说明

据有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这些艺术品就掌握了沟通

天地之手段，青铜器便成为获得与维持政治权力之

主要工具，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把宇宙分成不

同层次，贯通天地是古代中国宇宙观里面一个最重

要的动力与焦点。古代的王朝据有九鼎，即是独占

通天手段之象征，他强调“中国古代文明为什么以青

铜器为特征?这是因为在巫教环境之内，中国古代青

铜器是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

(6)对于中国及中国这一类的文明中，作为文明

产生之必要因素的财富积蓄与集中的法则，张先生

明确指出了其几方面的内涵，即第一靠生产劳动力

的增加即靠政治性措施；第二，古代贸易的性质是以

与政治相关的物资为主要贸易对象；第三，财富集中

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政治的程序)而不是通

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与商业程序)，而且“战略性

物资的流通则是以战争的形式来实现的”。

(7)张先生提出了中国及中国这一类古代文明的

重要特征也就是对于连续性文明概念的阐释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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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政治程序为主要动力，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以

及其他很多文明代表着古代一个基层的进一步发

展。在该基层上发展出来之文明，皆是连续性文

明。在这些连续性文明的城市、国家产生的过程之

中，政治程序(并非技术、贸易程序)皆为主要动力，他

还论述了经济与社会分层的三个表现，即“宇宙观及

社会体系为政治提供了操纵的工具，操纵的关键在

于社会与经济的分层。在中国，这种分层，可资证明

的表现有三：一是宗族分支，二是聚落等级体系，它

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形成，三是巫师阶层和巫教的法

器的独占，包括美术宝藏的独占。这种现象是中国

文明产生的特征”。

(8)张先生提出了关于中国初期城市的特点，即

中国最早城市之特征，乃是作为政权的工具和象

征。中国的初期城市并非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

治领域之工具，是统治阶级用来获取与维护政权的

工具，“在中国古代聚落形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

落类型从较早形式在质上演进为较晚形式，我们也

称这新形式为‘城市’”。

4.70年代至8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学

术观点的对比

虽然从 20世纪 70年代至 80年代都属于张先生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学术理论的成熟期，但这

前后两段之间仍有一定的发展与嬗变，通过对张先

生在 20世纪 70年代与 80年代这前后两段之间关于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学术观点的对比，这里简要例

举两点如下：

(1)关于青铜礼器的论述。张先生由 70年代末

期提出的“九鼎”所指的可能就是成套的青铜礼器，

到了80年代则不仅确认占有青铜器者就是合法统治

者，并分析了青铜器在诸象征物中取得了至上地位

的原因，即“古代中国之内的诸多国家之间的激烈争

斗，开始以彼此间对艺术珍宝的激烈争夺为象征，而

由于金属的匮乏以及在采矿、熔炼和铸造中所遇到

的麻烦，青铜器便在诸象征物中取得了至上的地

位”；另外，还对于古代中国青铜器成为古代政治权

力的工具进行了具体阐述，从古代宗教和仪式的主

要任务也就是使活人上天入地，到执行该任务的巫

师的法器即属于艺术品的青铜器，说明据有了包括

青铜器在内的这些艺术品就掌握了沟通天地之手

段，青铜器便成为获得与维持政治权力之主要工具，

即“中国古代的艺术品就是巫师的法器。这样巫教、

巫师与政权的关系就很清楚了。据有中国古代艺术

品的人就握有了沟通天地的手段，也就是掌握了古

代政权的工具”。

(2)关于动物的论述。70年代，张先生已发现在

有关商人的神话故事里，所有的动物出现之时，都是

作为商王与其祖先相互沟通的重要媒介；而到了 80
年代，其学术观点发展为以动物供祭即是使用动物

协助巫觋来通民神、通天地的一种具体方式，商周青

铜器上动物纹样乃是帮助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

物的形象，并且指出在王室分为两组之情形下，其动

物助理也就产生成对成双的需要，也就是商周青铜

器上动物纹样的对称性。

(三)20世纪90年代(深化期)
在20世纪90年代，张先生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

往及合作明显地增多。这种学术交流与合作增加的

重要标志是他多次来到中国，积极促成组建了中美

联合考古队，到河南商丘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由张先

生本人亲自担任(美方)领队，从 1990年开始到 1999
年，中美双方在河南商丘地区的合作长达10年之久，

张光直先生第一次亲自到中美联合考古队的发掘工

地的时间是 1994年，而最后一次则是 1997年。另

外，张光直先生还与中国学者合作发表了学术文

章。纵观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

论发展的各阶段，至 20世纪 90年代，是张先生关于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的时期。该时

期他的主要作品有：《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宗教

祭祀与王权》；《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

成》；《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个美国人类学家

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古代世界的商文

明》等。

经过了初创期和成熟期阶段，张先生在 20世纪

9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论中的学术观点

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表现于其学术著作中的几个主

要方面见于以下对其的归纳与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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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巫觋早在仰韶期已存在，指出了该时期

巫觋的特质及其在世界宗教史上的地位。

2.作为文明起源重要因素的中国现有的最早文

字直接与占卜和祭祀相关，而且是专门服务于统治

阶级的。

3.把中国古代文明中青铜器的作用提高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指出“商周青铜器是研究、了解、

解说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特殊形式、发展程序与发展

动力的关键。”夏商周三代的中心位于华北，开采矿

石无论是在华北，还是远征到长江流域，都要牵涉到

严密组织大批人员由都邑至矿源长距离的远征，从

计划到实行，必须要有组织能力和行动力量的统治

集团。在中国古代青铜技术上重要突破是与政治力

量密切结合的。既然在商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而专门用来制造礼乐器和兵器的青铜显然是专

门服务于“国之大事”的，也就是专为统治者争取和

维护政权而发明制造的，所以能独占青铜器之人，就

具有升天入地的本领，就得到政权。

4.对仰韶期到龙山期再到夏商周三代的农业生

产工具如锄、铲等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原料上都进

行了考察，认定始终未见其有基本变化。由此，进

一步反证出青铜并没有被用来制作农业生产工具，

从而既佐证了80年代他所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

源以政治程序为主要动力的观点，也验证了其关于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青铜器主要用于战争及宗教祭

祀、直接服务于政治权力的获取与维持的看法。

5.指出了中国考古学上表现出的文明动力是政

治与财富的结合，社会权力的集中是从考古学上能

看出的最重要的变化，而且该变化是从龙山期开始一

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在社会权力的集中方面扮演

了很重要角色的是有一连串的系列象征物也就是法

器的等级，即独占升天的权力，亦是对法器的独占或

者说是统治阶级对于用作法器之美术品的独占。

6.对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时间做出了推断，是

在公元前 2000至前 3000年之间，并指出夏商周三

代时期所见到的发达的青铜、发达的城市及文字，这

三种迹象在龙山时期皆慢慢出现了。

7.指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地点，认为中国

古代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即是在中国互动圈，特别

是位于互动圈的中心，并把文明的起源与阶级社会

的起源相提并论，即“在这个互动圈的基础之上，尤

其是在这个互动圈的中心，中国文明就在公元前第3
个千纪，2000-3000年之间，可以在中国的考古资料

中清楚地见到，我相信这是文明的起源，或者说是阶

级社会的起源，或者说是城市社会的起源”。

8. 指出了文明所形成的三种社会决定因素，

这三种社会决定因素分别是经济分层、城市化及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内财富的集中程度越

不平衡，产生于该社会的文明就越发地辉煌，反

之亦如此。

四、结语

(一)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在文明的

起源中的作用之理论颇有创意，经过了多次的发展

与深化。从 20世纪 60年代及其以前的初创期、经

70-80年代的成熟期之后，到了 90年代进入深化

期。关于青铜器，他指出了古代中国青铜器的突出

特征，在于它几乎很少使用于农业生产，而主要被铸

造成各种造型的礼器与兵器，被用于祭祀及战争，即

与军事及宗教活动等关系密切；他把中国古代文明

中青铜器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能独

占青铜器的人，就具有升天入地的本领，就得到了政

权，指出“商周青铜器是研究、了解、解说中国古代文

明史的特殊形式、发展程序与发展动力的关键”。

(二)关于巫觋在古代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张光直

先生不仅确定了仰韶期巫觋的存在，还将仰韶期巫

觋的特质与作业特征归纳为七条，并认为“仰韶时代

萨满教的证据是全世界萨满教历史上有强烈证据表

现的最早期的形式之一，对世界原始宗教史的研究

上有无匹的重要性”；他还指出作为文明起源的重

要因素的文字与占卜祭祀直接相关，“现有的中国最

早的文字，多与占卜祭祀有关，并且是专为统治阶级

服务的”；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巫觋在文明的

起源中的作用之理论较有启发性，具有一定的考古

学依据，不过对此的争议一直存在。巫觋在某一时

代的作用无疑较突出，如商代，不过这也只是在一个

特定的朝代，既然连张先生自己也认为“龙山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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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社会分层与政权集中的一个关键，便

是在这个时代，巫术逐渐被统治阶级所独占”，那么

对于夏、商、周时期巫术被统治阶级所逐步独占的情

况似应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以免将巫觋在某一时期

发挥突出作用的特定现象当成各时期的普遍现象。

(三)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属于连续性

文明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颇有震撼力，揭示出

他于 20世纪 80年代末在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

的成熟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定性，该观点不同于西

方学术界通行的以西方文明为普遍性的观点，反映

出了他在学术上勇于探索求实、不随波逐流的学

风。但是，如果要使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把具有连

续性的中国古代文明视为具有普遍意义之文明的观

点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考古学资料进行更多

的交流和比较。

(四)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出现之关键、文明的动

力、文明所形成的三种社会决定因素，张光直先生在

90年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的深化期也终于水到

渠成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论述。也就是说，祭祀和

战争作为与王权不可分离的两大要素，是中国古代

文明出现之关键；从仰韶期到龙山期到三代，考古遗

物里的生产工具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原料上，皆无

基本的变化。从仰韶期到龙山期到三代，在考古学

上的表现是阶级分化、战争、宫殿建筑等政治权力集

中的现象，即中国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文明的动

力实际上是政治与财富的相互结合；另外，文明所

形成的三种社会决定因素是经济分层、城市化与国

与国之间的关系。

(五)与中国国内的主流观点相比，张光直先生关

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论具有鲜明的特色。作为

李济先生的学生，张光直先生很重视中国古代文明

的自身特点，这也是有师承的，例如：他强调“宗族制

度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面，是阶级分化和财富集

中的一个重要基础”，还指出国家里财富的集中越

是不平衡，则该社会产生的文明就更加辉煌。他在

80年代后期强调应重视亚细亚生产方式，认同具有

东方特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古代文明之差

别，公开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代表的东方现象是

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无法解决的，即“有一个亚细亚

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

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我相信，对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进一步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历史与西方社会科

学之间的彼此照应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入手途径”。

到了90年代，他还把文明与阶级和国家联系起来，

指出这既是文明之起源，也可说是阶级社会之起源，

并采用阶级分化、国家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

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把阶级分化、国家的形成

与文明的产生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显示出他对中国

大陆学者常用的一些学术概念之认同与借鉴。

饶有趣味的是，在长达数十年研究中国古代文

明的基础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光直先生在晚年主

动将舶来的“酋邦”提法与中国传统的“方国”概念相

统一。在他晚年发表的《宗教祭祀与王权》一文中，

在概念上已经直接将“酋邦”与“方国”相等同，该文

中阐述如下：

“在华夏文化影响的各个地区，组成许多不同酋

邦国家(方国)的居住地或城镇。这些方国之间有大

片的土地，或农业种植，或森林狩猎，或河湖捕鱼，都

在为获取食物和生活资源而竞争。他们的政治与宗

教地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谱世系而确定的。”张

光直先生的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于中西之学的融

会贯通。“酋邦”这个概念是个舶来品，在中国历史文

献中从未出现过，而“方国”的概念则是频频出现于

历史文献中的，张光直先生自己主动把“酋邦”与“方

国”概念相统一，使“酋邦”与“方国”在概念上相等同

并相互替换，该做法不仅说明了这两个概念的一致

性，也使得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相关学术概念更

中国化，从而使得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更加接

地气，这也是他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之发展

与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①张光直教授1931年出生于北京，1954年他从台湾大学

考古人类学系毕业，于196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

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长达16年，并在1977年应邀回到哈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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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任教，从 1981年到 1984年兼任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

1988年，他兼任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他荣膺美国国家

科学院与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百年来华人之首任。(张
凤：《怀念张光直教授》，《寻根》2001年第2期)。

②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

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③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④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⑤张光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

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⑥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⑦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
第2期。

⑧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见《中

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⑨陈星灿：《中国考古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

《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⑩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88页。

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中国考

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36页。

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94页。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3年。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0年，第104页。

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94页。

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

1981年第2期。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
第2期。

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 380-
396页。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3期。

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 380-
396页。

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90页。

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第 380-
396页。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第430-432页。

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第288页。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第91-99页。

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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