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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古学贡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霍  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历史工作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2019 年 1 月 3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当代中国是

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

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

取智慧、走向未来”。A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探寻人类文明起

源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2020 年 9 月 28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是“展示和构建中华

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B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次系统阐述了

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时代价值、理论方向和实践目标，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

涵丰富，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

性、指导性，是一篇引领新时代考古和历史研究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献”。C

温故而知新，为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本文在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

历程和重要成就的基础上，围绕考古学对构建中华民族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价值与意义，略呈抛砖之论，期待学界就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考古学积极讨论，各抒高见。

一、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D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考古材料与文献

 A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9-01/03/c_1123942672.htm，访问日期：2020 年 12 月 17 日。

 B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求是》2020 年第 23 期。

 C   高翔：《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  阐扬中华历史文化》，http://ex.cssn.cn/zx/bwyc/202012/
t20201217_5233617.s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12 月 17 日。

 D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求是》2020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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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共同构成认识人类历史的信息来源和资料基础。在广义的历史学中，考古学的

一个显著贡献是从纵横两个方向上丰富人类认识历史的维度。

就纵向而言，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

在这个漫长的时段中，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仅 3000 多年，可以说对于约占人类发展

史 99% 以上历史的认识，都来源于考古学。

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于 19 世纪。由于地质学中地层学理论具有断代意义，促使

考古学与地质学结合，从而取得了一个重大成果——确认了旧石器时代的存在。俞

伟超先生曾经评价，“在人类历史上发现旧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和地质学相结合的结果，

而这又标志着考古学的一个巨大转折”，并援引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思（John�Evans）
的观点，“确立旧石器时代有人们存在（的贡献）……莫过于为人类历史增添了新的

篇章。它增加了时间的巨大范围”。A所谓“增加了时间的巨大范围”，即延长了历

史轴线。达尔文进化论、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确立以及近代考古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类

历史进程的新认识，为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贡献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我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的一系列成

就，极大地延展了中国历史的轴线，科学地展示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

初步揭示出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连绵不绝、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根系。从认识

历史、重建古史的意义而言，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明经历了人类起源、食物生产

和文明起源及文化演进的各个阶段；B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

步”，C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程。

就横向而言，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模式，随着考古发现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拓

展而不断丰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中心论”几乎是探讨中华文明

起源的唯一范式。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通过实施“夏

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考古项目，长江流域、

西辽河流域、西北地区等各个区域内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突破了单一线条的演

进叙事。基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以及“多元一体”、“满天星斗”、“多

重花瓣”、“古文化—古城—古国”、“交互作用圈”等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构想，

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文明体系框架的认识途径。

考古发现也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一些本源性问题带来了新思考。四川广汉三

星堆青铜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就是典型案例。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

随着 1986 年两个祭祀坑的揭露达到高峰，发掘出土的巨型青铜人像、造型奇特的

 A   俞伟超著，王然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6 年，第 4 —5 页。

 B   曹兵武：《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年，第 11 页。

 C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19 年，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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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面具、发式各异的青铜头像以及覆盖其上的黄金面具、数株高大的青铜神树、

黄金制作的“权杖”等，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面貌。A随后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

十二桥遗址等青铜时代遗存，也属于三星堆文明体系。三星堆文明的发现，大大丰

富了人们对东亚青铜文明体系的认识。

传统历史叙事中，夏、商、周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基本文化特征是，以

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一整套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的礼仪制度体系。青铜礼器

制度体系的形成，不仅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而且对整个东亚早期文明体系

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中原地区的礼器制度也影响了

遥远的古蜀地区。两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中包括尊、瓿、盘等礼器，而且在器形

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与此同时，三星堆还存在以黄金“权杖”、玉石质

仪仗用器、青铜人像和神像等宣示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制度体系。这极大丰富了中

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文化内涵。让世人认识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除中原的青

铜礼器制度外，还存在与欧亚大陆其他青铜文明类似的政治权力表达方式。

三星堆文明还为中华早期文明注入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明中存在许

多东亚青铜文明体系中罕见的物品和现象：高大的青铜人像（或神像）和头像，大

量使用黄金——包括制作黄金“权杖”、用黄金面罩覆盖于青铜头像表面，可能与

“太阳神”、“宇宙树”崇拜有关的青铜神树等。这些事物在古代中亚和西亚青铜文

明中却并不鲜见。所以，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广泛吸收了周边文明的某些因素，具有

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特点，成为中华大地上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

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

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考察”。B这是对三星堆文明世界性意义的深刻

阐释，也是考古学拓宽人们认识视野的典范。

二、深化对中华民族整体面貌和形成轨迹的历史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

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

参考、印证、丰富、完善”，C这对历史时期考古学提出了殷切希望，指明了方向。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政权建构、族群凝聚、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等诸多

 A   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B   参见凉山州博物馆等编：《三星堆研究》第 2 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序”，

第 2 页。

 C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求是》2020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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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具有独特的根性。如李大龙所言，“多民族国家中国并非哪个族群所独有，是众

多族群包括历史已经消失的族群共同缔造的”。A传世文献和当代民族志是认识中

华民族历史整体面貌和形成轨迹的重要资料，但考古材料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对于中国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考古学对其遗存进行

辨识和复原，考察其对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作用。举其要义，可言者三。

其一，为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整体面貌和形成轨迹，提供了

大量文献缺载的历史信息。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有所谓“夷”、“夏”之分。关于

“夏”的记载相对较多，并且呈现较为明晰、连贯的历史脉络；关于“夷”的历史

资料则相对较少，对其发展脉络的记载也相对笼统、缺少连贯性。要想全面深刻地

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及其形成轨迹，对两者的历史考察皆不可或

缺。考古学不仅能够提供认知华夏文明的丰富资料，更为难得的是，能够通过对边

疆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探讨边疆族群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贡

献，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轨迹。

考古成果表明，至少从仰韶时代末期开始，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中原地

区，开始出现统一的文化体系。龙山时代，各地考古学文化面貌趋同发展的势头更

加强劲。夏商周三代王朝所显现的历史图景，突破了中国古代历史“千古一系”的

传统观念，众多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多样地区文化传统的存在和多区域文明的共

同发展，B为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汉时期，中国开始形成统一的政治体制、国家形态和文化传统。《汉书·地

理志》载：“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

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

改梁曰益，凡十三郡（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

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

汉焉。”C�这是时人继承中华大一统传统的国家观、民族观的体现。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有大量涉及边疆、民族的考古资料。如

北方的东胡、匈奴、山戎，西南地区的巴蜀、“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南方

的百越，长江流域的荆楚，都遗留下了丰富的实物史料。D考古遗存反映出他们与

 A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前言”，第 5 页。

 B   陈星灿：《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http://ex.cssn.cn/zx/bwyc/202012/t20201217_ 
5233621.shtml，访问日期：2020 年 12 月 17 日。

 C   《汉书》卷 28《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543 页。

 D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第 482—494 页；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

第 221—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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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的交流、交往并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细节。例如，罗二虎根据中国西南地

区出土的船棺葬、石棺葬、大石墓等，分析了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与西南夷从多种文

化并存到最终融入汉文化体系的历史进程。他认为，西南夷地区土著文化的变迁包

含三种情况：一是受汉文化强烈影响，逐渐融入汉文化；二是在汉文化影响下迅速

发生变化，但由于某种突发原因，在尚未融入汉文化之前突然消失；三是虽然发生

很大变化，但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保存其文化特色。A这种基于考古材料的观察分析

不仅细致入微，而且补充了史载之不足，增强了历史信度。��

魏晋至隋唐时期，边疆民族对于深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建构统一

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考古成果生动揭示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诸多场景。

例如近年青海地区发掘的都兰热水血渭 2018 年一号大墓、乌兰泉沟一号墓中出土

的金银器、丝绸、王冠、印章等文物，B提供了唐代青藏高原各族群间交往、交流

与交融的若干线索，揭示了高原各族群融入中原文明体系、开辟“高原丝绸之路”

的史实，生动讲述了常人心目中寒冷荒凉、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上的“中国故事”，

起到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的积极作用。C

其二，客观反映了“中国”或“中华”意识深入各民族（或族群）精神的历

史事实，并提供了相关实物佐证。“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

局的核心价值观。这种观念不仅引导中原地区的统一，也为边疆族群所接受和认

同。比如北方边疆民族持续不断地谋求“入主中原”，而不是自绝于“中国”之

外。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到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最

终建立的北魏、辽、金、元、清各王朝，在中国的史书序列中都成为了“中国正

统”，D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集中的政治体现。曹兵武认为，“概括秦汉以

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可以发现文化上的持续性、伦理上的认同性、政治

上的统一性和包容性是三个最为显著的方面”。E这三个方面在考古发现中都得

到了充分体现。

各地考古发现的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城址、墓葬、石窟寺遗址中，出现

了大量反映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史料，其中体现国家政治权力、行

政体制和宗教、意识形态的考古遗存尤其值得关注。例如，渤海、辽、金时期的不

少都城形制，大多模仿中原王朝隋唐两京的城市格局；吐蕃王陵、西夏王陵等，都

 A   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 年，第 47 页。

 B   霍巍：《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20 年第 6 期。

 C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求是》2020 年第 23 期。

 D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 45 页。

 E   曹兵武：《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第 2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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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了中原帝陵规制；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北魏皇室开凿的石窟，其佛教造像从

初期具有外来“天竺梵样”及鲜卑族衣饰特点的“一派胡风”，发展到华夏衣冠的

“褒衣博带”，从而勾勒出北魏皇室推行汉化改制、融入中华文化的清晰线条。南北

朝时期，游牧部族建立的北朝政权与汉民族建立的南朝政权的“正统”之争，也在

考古遗存中有所反映。A奉梁武帝命令，护送北魏北海王元颢北归洛阳的陈庆之，

返回南朝后，对北朝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庆之自魏还，特重北人”），时人问及原

因，陈庆之言道：“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

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B�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中华“正统”观念，已经成为紧密联系各族群的文化纽带。

其三，多方面、多层次展示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考古成果为更好地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识提供了第一

手资料，“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

因”。C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址，能够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场景和业已消逝

的社会“横截面”，从中窥见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礼仪习俗、物质生活、艺

术情趣、技术创造等历史细节，观察到许多日用而不觉的历史信息。比如，北魏

墓葬中绘有大量的孝子、列女故事图。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上的孝子、列女图像，

漆棺上的人物皆着鲜卑服饰。D山西大同的司马金龙夫妇墓，也出土了绘有孝子、

列女图像的漆画屏风，画上人物则身着汉装。E到了北魏晚期，有孝子、列女图

像的石棺椁或石棺床更为流行。F这些现象表明，汉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等价值观

念已经高度融入北魏社会，成为南北朝时期北方和南方共同的“文化基因”。诸如

此类的“文化基因”经过长期的淬炼、选择与创新，最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层积淀。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吸收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及时对我国古代历史部分内容

 A   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考古》2013 年第 12 期。

 B   《资治通鉴》卷 153《梁纪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4766 页。

 C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求是》2020 年第 23 期。

 D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 —15 页。

 E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

物》1972 年第 3 期。

 F   贺西林：《北朝画像石葬具的发现与研究》，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

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341 —376 页；邹清泉：《北魏孝子画像研究》，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年，第 15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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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

进行完善，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A完整、准确

地讲述我国古代历史，首先要树立民族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民族

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B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

一起”，要强化文化认同，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

脉”。C从人类认识事物、构建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本身是客观

的，考古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

考古学者的根本目标。文化认同是民族的魂魄与根脉，对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文

化寻根”，需要充分发挥边疆考古和民族考古的作用。

边疆考古主要指在当今中国行政区域内边疆陆、海省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如西

藏考古、新疆考古、云南考古等；而民族考古学的定义虽然尚存歧义，但也可以认

为是对古代不同民族遗存开展的考古研究，如匈奴考古、高句丽考古、渤海考古、

吐蕃考古等，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民族史、民族志研究具有某些共性。D近年来中

国考古学的发展趋势，一是从纵向上进行文明探源，追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根

系；二是从横向上开展边疆考古（也包含民族考古），拓展研究范围；三是开展东

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研究。边疆考古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展现出祖国边疆地区所

蕴藏的巨大的考古文物资源，也预示了边疆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的发展前景。随着

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作为考古学重要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的边疆考古

学、民族考古学，通过不断发现和补充新资料，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

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考古与边疆考古的研究是多维的。观察一个民族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

文化认同，莫过于考察其在哲学、宗教与思想文化上的若干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许多文献失载的历史证据，需要考古

补充。以唐代吐蕃为例，吐蕃王朝控制区域处于南亚、中亚和东亚三大文明交汇地

带，因此吐蕃文化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多元色彩。但是，这种丰富多元并不能掩

盖其“底色”。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写卷中，有数种译自汉文的儒家经典残卷，如《尚

 A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求是》2020 年第 23 期。

 B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 作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意 见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0/23/
c_1125142776.htm，访问日期：2020 年 12 月 17 日。

 C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9-09/27/c_1125049000.htm，访问日期：2020 年 12 月 17 日。

 D   有学者认为，所谓“民族考古学”，应指在考古研究中应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论，

或采用当代民族学的材料来研究考古学。参见王恒杰、张雪慧编著：《民族考古学基

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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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春秋后语》《孔丘项橐相问书》等；A而儒家“德治天下”的政治观念，在吐蕃

时期的敦煌古藏文文书以及著名的唐蕃会盟碑、琼结桥碑等碑刻中得到印证，是吐蕃

政治文化深受汉地思想文化影响的有力证据。B吐蕃佛教考古遗存显示，吐蕃时期的

佛教思想，深受禅宗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与同时期传入吐蕃的印度佛教并驾齐驱，也

为后来藏传佛教后弘期各佛教宗派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和理论基础。C汉地历算、阴阳

五行、八卦、风水堪舆等，也在唐代传入吐蕃，在藏文史料和传世文物中留有大量线

索。D纵观吐蕃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演变，可以清楚看到，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

民众，都始终以仰慕和追随唐文化为时尚，通过长期的认知与选择，最终经过改造、

整合，形成其思想文化的根基和“底色”，清晰呈现吐蕃文化最为核心的内涵及其与

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E这种高度的文化认同，最终推动吐蕃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考古学对于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发现其本质，也作出了应有贡献。

各民族之间最终形成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意识”，还离不开对各民族相

互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正确认识。考古发现可以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参照补充、

丰富完善这一历史认知。从先秦、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考古

材料反映出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从来就不是单向的，既有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

积极汲取，也有汉文化大量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例证，反映出各民族对于共同建构中

华文明体系的历史贡献。“胡汉杂糅，终成一家。”在礼乐制度、日常器用、服饰衣冠、

语言文化等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各个层面，考古学都以无比丰富的资料，客观翔实

地展示出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相互影响、融合的历史证据和历史轨迹。

只有根深，才能叶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核心的是要寻找中华民族

共同的根系，这是维系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绝、各民族紧密相拥的内在、永恒的

力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和许多民族经过长

期融合而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使中国成为文明发达最早

的国家之一，这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某一个角度讲，这也是中华民族相互

影响交流的结果。”F考古学对于讲清这个关键的“中国故事”，一定会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窦兆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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