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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国家形成进程中的南方文化因素 *

秦小丽

（复旦大学文博系·科技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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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中原国家文明化进程中，曾经因吸纳周边地区多元文化因素与成果得以强盛。除了青铜器、牙璋与绿

松石镶嵌外，还有以海贝、象牙制品、鳄鱼骨板等远距离交流而来的稀有品，以及在技术上具有特点的玉器、漆器、

原始瓷器与硬陶。这些具有南方文化因素的器物成为较固定的奢侈品，纳入上层社会的礼仪体系，成为维系社会统

治及与周边地区交流关系的一种物化象征。显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南北方文化交流以及南方文化自始至终都

参与其中的事实。

KEYWORDS: State formation, Long-distance exchange, Cultural elements from southern China
ABSTRACT: At various stages in the civilizational discourse of the Central-Plains, products of ‘exotic’ categories 

gradually occurred in archaeological records. These include luxury goods that came from long-distance exchanges, such as 
seashells, ivory products, and crocodile bone plates, and products that were made by specialized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ion 
systems, such as jade, lacquerware, proto-porcelain and stoneware, in addition to the adoption of bronze and turquoise inlay 
techniques. The items with clear southern characteristics then appear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assemblage more frequently 
as luxury goods and won the favor of the el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Eventually, they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eremonial 
system of the upper-class society as materialized symbols to maintain social domination and exchange relations with 
surrounding area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ose luxury artifacts found in the Central Plains with southern 
origins in terms of their source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in which interaction took place.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

以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首先

进入国家政体。而在中原地区的国家文明化进

程的各个阶段，也曾因为吸纳了周边地区多元

文化因素与成果得以强盛。特别是从龙山文化

晚期开始到以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初

期国家形成阶段，除了青铜器、牙璋和绿松石

镶嵌等外，还有以海贝、象牙、鳄鱼骨板等上

层社会广泛用于维系远距离交流关系的稀有

品，且有在技术与生产体系上具有特殊性的玉

器、漆器、原始瓷与硬陶等，这些物品在中原

地区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多有发现。因此可以想

见，从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

文化的数百年间，这些南方文化因素成为较固

定的奢侈品为中原王朝国家所青睐，并纳入上

层社会的礼仪体系，成为维系社会统治以及与

周边地区交流关系的一种物化象征。本文以中

原地区发现的与南方有关器物作为分析对象，

进而探讨其来源及交流背景。

一、漆器

二里头遗址迄今出土的漆器大约有60余

件，其中漆觚最多14件，其次是漆棺，而钵、

豆、盒等盛食器数量较少，还有漆鼓[1]和涂漆时

需要的陶质盛放漆液的小陶杯[2]，这暗示着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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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遗址本身曾经制作过漆器（图一，1）。除了

二里头遗址之外，这一时期还在郑州商城遗址

和赤峰大甸子遗址发现漆器（图一，3）[3]。而

早于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则是陶寺遗址发

现了大量漆木器（图一，2）。漆器产生于距今

8000年前的长江下游，目前发现最早的漆器是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桑木漆弓[4]。此后

在河姆渡文化的河姆渡遗址（图一，4）和田螺

山遗址发现了漆碗、豆、筒（图一，5）和蝶形

器等[5]。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时期均有陶胎

漆器发现。在江苏吴江梅堰马家浜文化遗址发

现陶胎漆器，在陶杯、壶的器表髹漆，有的还

发现彩绘花纹[6]。在仙坛庙崧泽文化遗址发现

用朱漆饰于陶器表面或朱绘花纹[7]。在海盐王

坟遗址J2发现有1件漆绘陶杯，泥质黑陶，外壁

红漆彩绘[8]。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在反山、瑶

山（图一，6）和卞家山（图一，7）等贵族墓

葬出土了制作精美，数量庞大的漆器[9]。还在

钟家港古河道发现了涂漆陶器以及陶器内发现

漆液等与漆器制作有关的考古学证据。作为百

工云集之地的钟家港遗址，漆器也曾经是由上

层社会掌控的手工业部门之一[10]。显示长江下

座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156件彩绘木器，器形有

厴鼓、案、俎、圆案、长方平盘、大型豆、高

柄豆、盆、斗、勺、碗、杯、觚、桶形器等。

而漆鼓和漆棺，应该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12]。

陶寺遗址漆木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器，与玉

器、彩绘陶器等礼器共同参与祭祀仪式，是探

讨二里头文化礼仪器具组合中漆器因素的重要

参考。这些漆器是不是来自长江下游地区需要

从漆器产地与漆木器制作技术观察等层面进行

分析，但是将漆器作为一种贵重物品用于上层

社会的宴饮与随葬的文化传统则应该是传承于

长江下游地区，或者受到长江下游漆器文化的

影响。

漆器是在古代人类对漆科木本植物漆树以

及漆树树脂认知的基础上，与木器制作相关联

而发明创造的器具。漆树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

原产植物之一，将漆树的漆液有意识地引流出

来经过加工，或者加入颜料，把它刷在木质或

者编织用具上，就成为原始的漆器。漆器在中

国的发生是与木器紧密相关的，一般生活用品

的木器因为漆液与漆器制作技术而增加了它的

附加值成为社会奢侈品的一种。

游地区漆器制造业的成熟

与发达，也是当时上层权

贵青睐的重要奢侈品，生

前用于生活宴饮礼仪，死

后作为彰显社会等级的象

征用于随葬。良渚文化之

后除了在好川墓地6座墓葬

出土了漆觚外[11]，广富林文

化、马桥文化则未有发现

漆器的报道，具体使用漆

器的状况不太明了。在长

江下游良渚文化之后漆器

制品处于消沉期之时，在

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的

陶寺遗址发现漆木器。这

里除了漆杯外，大量的漆

木器被称作彩绘木器，在27

图一  漆器

1. 二里头 2003VM3 漆片残迹  2. 陶寺墓地 M111:2 漆木豆

3. 赤峰大甸子墓地漆觚  4. 河姆渡 T231:2 漆碗  5. 田螺山遗址出土漆筒形器

6. 浙江瑶山良渚文化 M9 出土的漆觚  7. 卞家山 G1 ② :124 出土的漆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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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象牙制品与鳄鱼骨板

无独有偶，在我们关注长江下游早期漆器制

品的同时，还发现了与这些漆器同时出土的象牙

制品（图二，9），也是这里的特征之一。河姆

渡文化出土的双鸟象牙雕刻、蚕纹象牙杯和数量

较多的象牙匕形器等雕刻技术精湛、纹饰复杂而

具有蕴意的装饰品（图二，1~3），显示其作为

奢侈品的象征性意义。其后在崧泽文化和良渚文

化时期象牙制品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在上海福泉

山的良渚文化墓葬发现有象牙权杖，象牙雕刻器

（图二，6）以及象牙手镯（图二，7）等[13]，显

1）中仅有一片，但是同遗址的第3、4地层堆

积内发现大量鳄鱼骸骨，至少分属于20个体，

经鉴定均为扬子鳄[15]。而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

化中也曾发现墓葬随葬象牙手镯5件和象牙饰

品3件[16]（图二，4）。来自扬子鳄的鳄鱼骨板

在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晚期的石峁遗址（图三，

2）、陶寺遗址（图三，5）和清凉寺遗址（图

三，4）的墓葬中也有发现。特别是陶寺遗址

在M3006、M3015内出土的12片和8片鳄鱼骨板

放置在厴鼓内，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用厴鼓使用

鳄鱼皮的遗留[17]。而位于山西南部的清凉寺墓

地在M146发现鳄鱼骨2片和象牙饰品1件（图

图二  象牙制品

1～ 3．河姆渡 T226 ③ B:79 鸟纹象牙雕刻、T244 ④ A:124 象牙匕、T18 ③ :14 象牙蝶形器

4．大溪 M101:25 象牙环  5．成都高山古城 M7 象牙手镯  6、7．福泉山 M9:36 象牙雕刻、

M11:1 象牙手镯  8．青浦吴家场象牙权杖  9．浙江海盐周家滨象牙梳  10．宁阳大汶口象牙梳

11 ～ 13．大汶口 M59:1、2 象牙筒、M13:27 有领象牙环  14．山西清凉寺 M146:1 象牙制品

15、16．郑州商城 C8M3:11 象牙梳、C8M2:9 和象牙杯

图三  鳄鱼骨板

1．王因 M121:1  2．石峁后阳湾 2012F2:1  3．大汶口 M10:27

4．清凉寺墓地 M54:10  5．陶寺墓地 M3015:15

示这一时期不仅

有人体装饰，器

物雕刻，更被用

于权威象征意义

的权杖（图二，

8），在当时社

会具有的重要意

义。

考 古 资 料

显示，山东地区

在大汶口文化时

期 也 流 行 象 牙

制 品 ， 特 别 是

大 汶 口 墓 地 仅

象牙筒形器（图

二，12）和象牙

琮（图二，11）

便 各 自 发 现 1 0

件，另外还有制

作精美的象牙梳

子（图二，10）

等，同时还出土了

鳄鱼骨板（图三，

3）26片[14]。这样

的鳄鱼骨板在同

时期的王因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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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13 14 15 16

9

11 12

10



60 研究与探索

二，14），M79发现鳄鱼骨10片，M54发现鳄

鱼骨15片[18]（图三，4）。陕北石峁遗址在后

阳湾发现鳄鱼骨板2片[19]。

到了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二里头遗

址除了没有发现鳄鱼骨板外，象牙制品、漆器

和海贝均有发现，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显然继

承了此前龙山文化晚期上层社会对象牙、海贝

以及漆器的青睐。象牙制品仅在二里头遗址第

1期发现一件象牙匕形器（IIH202:3），器形较

大，略带弯曲[20]。二里岗文化时期除了在郑州

商城发现象牙杯（图二，16）和象牙梳子（图

二，15）[21]外其他遗址没有发现。而与此同时

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成为流行象牙制品的地区。

位于四川成都附近大邑县赵庵村的高山古城

遗址，是距今4600年的城址，墓葬中出土的一对

象牙手镯（图二，5）引起学术界关注[22]，因为

这可能是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象牙制品。此外在

成都青白江三星村遗址出土了20余件象牙制品，

有发髻、手镯等。特别是在M12的墓室里，用象

牙做成的漩涡状器物放置在墓主的肩部，还有更

多的装饰品如象牙发簪、象牙手镯、穿孔牌状

器、象牙头帘都保存完好[23]。而在成都三星堆遗

址出土大量象牙原材料与象牙制品则最为著名[24]。

因此成都平原几处出土象牙制品的遗址与三星堆

大型城址的关系以及象牙制品在当时社会体系中

的角色与作用以及象牙从原材料、制作到产品的

分配状况等都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

象牙制品原材料来源的大象，是生活在热

带森林、丛林和草原地带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

动物。大象广泛分布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

南亚及东南亚以至中国南部边境的热带及亚热

带地区，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也有小的野

生种群。其中亚洲象历史上也曾广布于中国长

江及以南地区。象牙制品的原材料来自大象的

长牙齿，与大象生长的地区以及运输线路密切

相关。而山东和中原地区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

都没有大象适合生活的自然环境。四川盆地和

长江下游所处的长江流域在古代是不是适合大

象生存，仍然需要更多环境学与动物学等方面

的研究。但是作为特定地域以大象牙齿为原材

料的产品，在温带地区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事

实暗示着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象牙制品曾经

是人类喜欢的装饰品原材料，也是后来上层社

会交流圈内远距离交流的重要奢侈品之一。

鳄鱼是脊椎动物门爬行纲鳄目动物的通

称。古代也称“鼍龙”，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爬

行动物。鳄科主要分布于各大洲热带水域，在

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热带地区均有分

布，其中有些种类可以进入海洋，是海陆两栖

动物，因此分布尤其广泛。马来鳄几百年前还

曾出现于中国南方，1973年，在广东新会县发

现过马来鳄头骨化石，年代为距今三千年前。

古代云南红河和澜沧江里有过泽鳄。而中国现

在除了扬子鳄，偶尔还能看到湾鳄（如珠江

口）。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分布于长江中

下游一带，又称鼍，是我国现存唯一的鳄。由

此可见，古往今来在自然界中鳄鱼仅生存于长

江流域和岭南一带，但是目前这些地区的考古

遗址中少有鳄鱼板制品发现的报道，相反却在

黄土高原的山西、陕西和山东地区的考古遗址

中多有报道。王因大汶口文化早期地层发现约

20个体的扬子鳄骸骨有火烧痕迹，可能是食肉

时烧烤所致。这一时期正处于竺可桢所说的仰

韶温暖期[25]，可能适合扬子鳄的生息。而此后

的大约千余年间气候变冷，因此龙山文化时期

应该是不适合扬子鳄生息的。而这一时期鳄鱼

骨板作为奢侈品在黄河流域一些重要遗址被发

现，它应该与象牙制品一样也是远距离交流的

奢侈品之一。

三、海贝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M3，与绿松石镶嵌龙

形器伴出的还有墓主人头部发现的约90余枚海

产贝，这应该是二里头遗址出土海贝最多的

一次。以往发掘中都一直有海贝与仿制贝的出

土，迄今大约共计数百余枚。海贝从新石器时

代晚期直到早期青铜时代主要在黄河上游的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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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宁一带出土，随后扩展到中原及北方一带。

中原地区在陶寺遗址和下靳墓地除了发现大量

仿制陶贝和石灰石贝外，也有少量天然海贝出

土[26]。最近在陕西石峁皇城台发掘中出土了18枚

天然海贝[27]。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二里

头遗址外，还在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的老牛坡类

型遗迹出土了24枚海贝[28]，河南登封南洼遗址出

土了6枚[29]，伊川南寨遗址M16发现33枚海贝[30]。

到了二里岗文化时期，郑州商城则在2、3座墓葬

内就发现海贝近500余枚[31]，其他遗迹则很少发

现，显示海贝仅掌握在少数权力阶层的手中。

然而到了殷墟时代，中原地区不仅大型遗址与

墓葬出土海贝，一些一般遗址的贵族墓葬也有

数量不等的海贝出土，而有海贝使用传统的西

北一带反而较少发现。这种在时空分布上的差

异也许暗示着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期青铜时代

西北地区海贝的产地以及流通线路与殷墟时代

不同，产地与消费需求随时代而变迁。

海贝，是一种生息在印度洋、西南太平洋

等温暖并有珊瑚礁生长的热带海域。因为海贝

不适应有河流流入的海域，因海水浑浊，难以

生息[32]。目前现生种的海贝多发现于印度洋、

南海和西南太平洋等地。在古代中国，认为海

贝与生育有关，又称为子安贝[33]。殷墟时代以

后还作为货贝用于流通贸易。因此对于远离热

带海域的内陆地区，海贝不只是一种自然产

品，还是一种弥足珍惜的贵重品，并得到有权

者和富裕阶层的珍爱，成为流行于上层社会之

间奢侈品的一种。

四、原始瓷与硬陶

原始瓷与硬陶的起源时间被认为在商代早

期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其产地以南方地区江西吴

城以及福建等地的多个窑址为有力候选地，而位

于长江中游的盘龙城遗址则有可能是链接黄河流

域与南方地区的重要枢纽[34]。浙江地区由于早期

资料限制，在中原原始瓷产地讨论中没有更多关

注。2012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瓢山

窑址和北山窑址经碳14年代测定以及原始瓷釉成

分等多重手段的科学分析，认定其年代在BC1800

年前后，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35]，不仅使

得南方原始瓷在中原的出现年代提前，也提出了

原始瓷的最早产地在浙江的可能性。二里头遗址

第2期出土的7件原始瓷与硬陶，是目前中原地区

最早的资料。其形态均为封顶的象鼻形长流盉与

鸭形壶，与二里头遗址（图四，4）常见的灰陶

盉、白陶盉在器形上差异较大，而这种象鼻盉与

鸭形壶在长三角地区的马桥文化以及略早的以浙

南与闽北一带分布的肩头弄类型（图四，2）和

马岭遗址（图四，1）多有发现。同时伴出的还

有多件灰陶质的象鼻盉、硬陶质的鸭形壶和瓮的

残片等显示与江浙地区关系密切。在伊川南寨遗

址（图四，3）中出土了黑陶质的象鼻盉，虽不

是原始瓷，但是形态与原始瓷的同类盉相似。

二里岗文化时期原始瓷与硬陶出土数量增

加，除了郑州商城外，还在周边的藁城台西、

洹北商城、郑州小双桥、邢台，耀县北村和华

县南沙村等遗址有发现。但就时代来看除了郑

图四 南方出土象鼻壶与二里头文化的象鼻壶

1. 福建马岭 M2:5  2. 浙江江山肩头

3. 河南伊川南寨 YPNT85M26:3  4. 二里头遗址 2001VH45:25

1 2 3 4

州商城外，大多是中商

时期遗址。郑州商城出

土的原始瓷器形以折肩

深腹尊和园折腹罐、壶

类 为 主 ， 而 不 见 象 鼻

盉、鸭形壶等，显示与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原始

瓷器形差异较大，与长

江中游盘龙城遗址出土

的原始瓷与硬陶器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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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原始瓷、硬陶与云雷纹

1. 二里头遗址 IVM26:1鸭形硬陶  2、3.马桥遗址 IIT623 ③ D:10鸭形硬陶  4.二里头遗址

与马桥遗址陶器上的云雷纹比较  5.马桥遗址 IIT720 ③ E:11装饰满身纹饰的原始瓷盆

6、7.浙江瓢山瓷窑址IITG4⑤ :5、ITG③ :10原始瓷盆  8.二里头遗址2002VM5:1原始瓷壶

图五  最早的刻画云雷纹

1. 青浦寺前 M4:1双鼻壶  2、3. 金坛三星村 M248:3陶碗

4. 二里头遗址泥质敛口罐

址和江西清江筑

卫城均发现了拍

印的云雷纹，其

年代大约在距今

4300年左右，应

该是目前所知最

早使用拍印方法

产生的云雷纹，

虽然这一时期云

雷纹的构图是以

器体全身的整体

布局拍打，而到

了马桥文化时期

大量使用拍印纹

饰的同时，云雷

纹则以宽带纹的

形式构成图案，

装饰云雷纹的器

形以蝉、觚、壶

为多。二里头遗

址第1期最早出现

的云雷纹是一件

泥质黑陶罐（图

1 2 3 4

8765

1 2 3 4

五，4），在肩部刻画出简单的云雷纹。显示其

刻画与拍印混合使用，但是数量极为有限，在时

间上与马桥文化接近。而近年来新发现的浙江瓢

山原始瓷窑出土的盆与钵在云雷纹构图上为器身

整体布局拍打，略显江浙地区早期风格以及与马

桥文化之前云雷纹风格的一致性[37]（图六）。因

此二里头文化原始瓷与硬陶和浙江地区关系密

切，而二里岗文化时期原始瓷器形与风格则显示

与江西一带近似。

五、玉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玉器从9000年

前出现于东北小南山遗址之后[38]，在兴隆洼文

化、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

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流行数千年，

似。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类总括了中原

地区出土器形的全部，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里

是二里岗文化时期南方原始瓷与硬陶运往中原

的中转站。而郑州商城多见的折肩尊等则是以

江西吴城为主诸多原始瓷窑的主流产品，因此

来源于江西一带的可能性较大。如此看来二里

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原始瓷与硬陶虽然都可能

是来自南方的文化因素，但在具体来源上有差

异。二里头文化的原始瓷与长江下游的关系更

为密切。

宋健曾经撰文认为[36]二里头文化中以拍印、

戳压形成的云雷纹是来自南方江浙一带的传统纹

饰。江浙地区良渚文化青浦寺前遗址（图五，

1）和江苏金坛三星村发现最早刻画的云雷纹

（图五，2、3），虽然制作手法不同，但是构

图风格非常相似。此后在好川墓地、广富林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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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装饰与礼仪文化的象征，更是良渚王国

形成阶段的宗教权威象征的物化表现。黄河中

游地区尽管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区域，直到龙

山文化时期，玉器并不很发达，但是从龙山文

化晚期开始，在山西西南部的陶寺遗址、清凉

寺遗址、兴县碧村遗址，陕西北部的石峁遗

址、新华遗址和庐山峁遗址均发现大量器类构

成多元化玉器的墓葬或者祭祀坑，凸显玉器文

化在这一时期的繁盛。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

二里头遗址继续出土长而薄的玉器，与龙山文

化晚期一样，在玉器器类构成中包含有不同地

域特点的玉器（图七）。没有用玉传统的中原

地区却在龙山晚期汇聚了来自各个地方玉器这

一特点，彰显社会动荡的大环境下，玉器作为

一种奢侈品在地域间随着权威阶层的变化而流

动的事实。

黄河中游诸遗址出土的玉器中包含良渚文

化玉琮和玉璧，石家河文化的玉鸟形簪、透雕

玉人及玉虎头等这一点引人注目，也是来自南

方文化的主要要素。远离江南的陕北与晋西南

地区出现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典型玉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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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VM6:1玉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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