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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 93岁了，去年，他八易

其稿的“超越昨日之我的托付之作”《经

纬华夏》问世。新著以考古学为基石展

开论述，考察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

系。这一次，他说：“我要从世界看中

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作为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

大家之一，许倬云的通史研究打通中

西、纵贯古今；他也是许知远说的要“向

他借智慧”的历史学家；更是在小红书、

公众号上异常活跃、让很多年轻人受益

匪浅的“网红”。

七十余年学问生涯、二十万字华夏

新史，《经纬华夏》是《万古江河》之后，

许倬云的另一部系统大通史。它跳脱出

中国内部王朝更迭的叙述，用“大历史”

的观看视角和平实诚恳的语言，结撰出

一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

记者阅读发现，《经纬华夏》的一个

极大特色为，其不少论述是基于考古成

果的启示。积石峡假说，石峁遗址的气

候变迁，三星堆、龙山与石家河玉器的交

相辉映——新著前半段考古部分的讨

论，在《万古江河》中是看不到的。“主要是

因为，这十几年来，出土了许多新东西。

写作《万古江河》时，没有完全整理清楚的

遗址和古代文化的面貌，我在这方面花

了相当多的力气，尽力梳理出一个头绪，

介绍给国人看。”许倬云在《我为什么要

写<经纬华夏>》一文中如是说道。

许倬云致力于“将似乎有个别特色

的许多遗址，组织为古史的代表；从这

种序列，也可以看到时间维度上某一个

文化系统本身的演变”，进而“将中国历

史归纳为时间之序列、空间之扩散，从

而理解人类的移动轨迹，以及族群之

间、国别之间互动的形态”。《经纬华夏》

另一特别之处，是在前半段“将考古学

与中国地理分区合在一起，讨论中国地

理演变的过程”。过去的历史著作，往

往只将地理状态视作舞台，而在本书，

地理是参与历史变化的基本“函数”。

书中明确提出了三个“核心区”概念：第

一区在黄河流域，从关陇直到渤海，这

里是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

原”；第二区是长江流域，从长江上游直

至“吴头楚尾”的长江口和太湖一带；第

三区则是从南岭、武夷山以南的沿海长

带地区，顺着西江延伸到中国西南部云

贵地区。

“许倬云先生对第三区予以充分的

强调，颇具深意，这是环太平洋文化圈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此后近

古乃至现代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窗

口。”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许宏在该书的《推荐序》中这样阐述。

许倬云在书中诗意般地表达道，假

若将这三大核心区视为一个整体，放在

围棋的棋盘上，当作一条“大龙”：“从大

陆最高点喜马拉雅山脚下，向东南展

开，处处都有高山峻岭，也处处都有湖

泊河流；在这山河荟萃之处，清晨云气

环绕山峦，黄昏暮霭渲染江湖——这些

变化无穷的云舒雾卷，都犹如飞龙满

天，在中国大地上翱翔。”

正是借助这些云舒雾卷的古代文

化遗留，该书推演出了在这广大的山峦

峡谷之中，古代先民如何共同生活，又

如何来去移动。他说，中华文明在这片

土地“一天星斗”“遍地开花”，彼此映

照，气象万千。

他希望的，是呈现给大家一场“华

夏变迁的‘蒙太奇’”，在不断移动的变

化中，让大家读懂中国文化的精微之

处。他说，写作《万古江河》的时候正值

壮年，当时的整理方法是，看不同力量、

不同情况造就的潮流，是如何造成中国

历史的流动方向，“长江也只是一条江

而已”——但现在，他看到的已经不仅

是一条江，“而是一块亚洲大陆，以及欧

亚古大陆”。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

他看到了“几千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一

切，都离不开东方和西方、远东和远西、

南方和北方、沙漠和海洋之间彼此的

‘呼唤和回应’。”

这正是“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也是

移动变化的“蒙太奇”。许倬云结合学

术界前沿成果，用大历史和蒙太奇，给

读者奉献了这本学术生涯总结之作。

在《序言》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

世界。没有这一番内外翻覆的呕心吐

血，我们将无法顺利面对欧洲领导的近

现代文明。没有这一番自省，我们将无

法采人之长，舍人之短，在我们源远流

长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对于未来全人类

有益处的选择。全人类只有在东与西

的冲突与疏离之后，熔铸一个未来真正

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阶，才可以在更远的

未来继长增高。”

从《万古江河》到《经纬华夏》

许倬云：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云半结庐 丹霞胜迹》由广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2023 年广

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丹霞山

的地理区位和历史沿革，来梳理丹

霞山的发展脉络，结合自然地貌特

征归纳文化景观构建方式，对文物

点数量、空间分布、构造特征等进行

分析研究，并选取了价值较高、保存

状况较好的文物点进行展示介绍。

丹霞山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

园之一、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丹

霞地貌”命名地，其文化遗产从新石

器时代延续至民国时期，移民、僧

侣、民众、避难者访客等在此选址聚

居、营建寺院、建造山寨，留下石刻、

诗词、绘画……文化遗产数量庞大、

类型丰富、建造独特，蕴含着丰富的

人文历史价值。

从1928年冯景兰提出“丹霞层”

开始，丹霞研究主要围绕地质、地

理、动物和植物等自然遗产方面开

展，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则相对薄

弱。清代陈世英等修撰的《丹霞山

志》对明末清初长老峰一带的开发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除此之外

的众多文物古迹则鲜见于史料。

1960 年，文物工作者曾对浈江沿岸

的鲶鱼转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82-
1983年曲江县对当时尚属其管辖的

韶石景区进行文物普查，编撰《曲江

县文物志》；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时对丹霞山开放区域各类文物

古迹点进行普查，共完成 74 处不可

移动文物点的基本信息登记。

2020年 12月始至 2022年，丹霞

山管理委员会发起，广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牵头，联合多家单位组建专业

技术团队，数度深入丹霞山山区开展

文化遗产调查研究工作。调查范围

涵盖丹霞山风景区及外围景观环境

保护带总计373平方千米，调查记录

了246处从史前时期至晚清民国的各

类文化遗产，包括遗址、山寨、寺庙、

传统村落、古墓葬及摩崖石刻等。

（图文资料来自“考古大家谈”
公众号）

▶ 《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

陈洪波:让“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升温

记者日前从“考古大家谈”公众号

获悉，2023年 10月，广西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与旅游学院陈洪波教授所著的《岭

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

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随后，“文博

中国”公众号转载了书中代序文章——

中山大学郑君雷教授《文化初造，文明

破晓》一文。该书、该文让“岭南地区新

石器化过程”的问题迅速升温，引起了

学界的广泛关注。

“考古大家谈”推出该书的后记部

分，通过作者手笔向大家介绍该项目的

缘起与研究经过，文章题目《我关注岭

南新石器化过程的缘起》（下称《缘起》）

为编者所起。

《缘起》讲述，本书来自于作者2017
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岭南地区

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研究成

果，该项目于 2022年结项，成果鉴定等

级为“优秀”。在以上成果基础上，又加

入了作者历年来关于岭南及东南亚新

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些心得，撰写成

为此书。

陈洪波写道：“在新石器时代考古

方面，岭南地区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区别很大，根本原因在于，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起源

核心地带，而岭南由于地理阻隔，只是

处于农业核心地带的外围，但因为空间

位置上和农业起源核心地带毗邻，所以

当长江流域的农业社会蓄积了足够的

力量向外扩张时，岭南地区最先受到了

农业文化的洗礼。这个文化和人群的

冲击波源源不断，逐渐改变了岭南和东

南亚的面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更新

世以来岭南和东南亚发生的渔猎采集

文化剧变，在本书中仍然称这个阶段为

‘新石器时代’，以纳入中国考古学的现

有体系中。但很清楚，岭南和东南亚新

石器时代的前半段和后半段是有根本

区别的。这并不涉及文化发展水平的

评价，因为，无论采取哪种经济方式，都

是古人类面对生存环境采取的最佳适

应策略。”

“岭南与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有

密切联系，这一点在本书中多次提到，并

使用了较多篇幅进行了探讨。在新石器

时代的前半段，二者之间在文化和人种

上都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后半段则是

中国农业文化强烈影响东南亚的过程，

粟作和稻作农业人群先后进入东南亚大

陆地区，奠定了后来东南亚社会的人种

和社会基础。本书特别使用了张光直先

生创造的‘龙山化’一词，来指代距今

5000年之后东亚农业核心地带对东南

亚的影响，在广大地域范围内发生的这

种文化同质性现象，是有目共睹的。”

该书对于岭南新石器化的进程并

未做面面俱到的讨论，而是挑选了几个

角度入手，例如陶质酒器、石斧石锛、史

前战争、稻作农业、粟作农业、狩猎采集

经济等。

▶ 《云半结庐 丹霞胜迹》

看自然遗产地
丰厚文化遗产

■许倬云《经纬华夏》，南海出
版公司，2023年9月第1版。

■陈洪波《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
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23年10月。

■《云半结庐 丹霞胜迹》，广东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