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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神话

裴安平



人类历史实际经历了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二

大的阶段。中国的史前就属血缘社会；史前末

期与夏商周时期属于过渡阶段；春秋战国及以

后才属于真正的地缘社会。 

   由于血缘社会历时长，多没有文字记载，所

以史前和夏商周考古就成了中国考古学的重点

与难点，也成了现代学术问题与神化最多的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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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令人忧心的现状

一是绚丽多彩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
二是研究的学术问题和神话越来越多

三是专家领头为名利不停地往脸上贴金

四是完全谈忘了以人为本的
血缘社会的复原与研究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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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问题与神话
第一个问题：神化了考古学文化

第二个问题：神化了“大遗址”、“中心聚落”
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神化了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
第四个问题：神化了良渚古城

第五个问题：神化了碳十四测年法
第六个问题：神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学说
第七个问题：神化了欧美四大“先进”理论
第八个问题：忽视了血缘社会的复原与研究



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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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

神化了考古学文化
裴安平：《论考古学文化的学术意义》
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论文/56

第一个问题

http://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


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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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
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
进的结果。……各文化的区域特色
还暗示了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各自
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
相同。

—— 王巍 赵辉

第一个问题



在这里“考古学文化” 变成了一种人类的

社会组织，一种人类历史的组织实体；不同的

“考古学文化”都可以带领自己的属民一起来

搞文明和国家起源 ！？

神化的要害

7 第一个问题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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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是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

由一群有特色的遗迹遗物构成的共同体。

考古学文化本质上是无生命的物质类遗存，

也是地缘化的遗存。

因此，考古学不能“见物不见人”，用地

缘化无生命的物质遗存来研究史前血缘社会

人的历史。

第一个问题（1-1）

（1）考古学文化是物质类
地缘化的遗存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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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的主人是人和人的组织

自有人以来，血缘组织就一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

实体，管吃又管住，人们不仅生活在实体组织中，

而且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婚姻、祭祀

活动都是以血缘实体组织为单位为平台而发生的。       

此外，所有的考古学文化也是人类创造的。

    因此，人类的实体社会组织就是历史及其演变的

主体单位和平台。研究历史就必须以人为本，以实

体组织为本。

第一个问题（1-2）



中国史前之所以没有一个考古学文化征

服了另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先例，也没有一
个地区在考古学文化的旗帜下搞了文明和
国家起源。因为所有的考古学文化都没有
生命，既不会萌发征服其他考古学文化的
心愿，也没有征服并共同创造文明和国家
起源的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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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考古学文化没有生命不会创造历史

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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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史前古人只认血缘

不认考古学文化

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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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对古人来说完全是身外之物。

人们相互之间除了血缘与婚姻关系以外，

谁都不会因为使用了相似的陶器和石器而

成为“亲戚”或朋友。

   虽然它也是当时的一种客观存在，但它

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和共 

性，对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存在任何

影响。

第一个问题（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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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远远
大于人类的社会组织

由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远远大
于人类血缘社会的血缘组织，又由于
考古学文化本身没有生命，所以文明
的起源与古国的诞生对所在考古学文
化，以及周边文化之间都没有任何影
响。

第一个问题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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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考古学在大吹大擂古城古
国如良渚、石峁、陶寺、河洛古国发现
的时候，却从不报道它们对所在考古学
文化以及周边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
的消息。
    原因即如此。

第一个问题（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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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文化三位一体现象的
出现不是考古学文化的功劳

夏民族夏国夏文化就是中国第一
个国家、民族、文化三位一体相现
象出现的代表，其中关键是民族的
崛起，与考古学文化毫不相关。

第一个问题

（1-6）



“考古学文化”
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1、为以实物资料为主的历史研究提

供了科学的时空坐标。

2、为以实物资料为主的历史研究提

供了有关的资料和线索。
16

第一个问题



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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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

神化了“大遗址”、
“中心聚落”的意义
裴安平：《史前一体化聚落群团崛起的历史意义》，

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论文/42

第二个问题

http://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


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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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址是一个专门的用语，它不仅指规模大，

而且是指在古代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意义或者在历

史发展的重要时间结点上的大型遗址，比如历代的

都城，比如文明起源时期区域的中心，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

    当时的重点地区的中心聚落（包括古代都城）。

它往往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最能反映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

—— 王巍

第二个问题



在这里“大遗址”、“中心聚落”都是

“区域的中心”。人们按“区域”来从事

文明和国家起源，来打造“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

神化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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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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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

血缘社会只有血缘组
织的中心，即使史前晚期
也不可能有地缘化的区域
聚落形态，也不可能有地
缘化的“区域的中心”。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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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

西周之所以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说明当时国体是地缘化的，政体是血
缘化的；也说明史前根本不可能超越
时代，提前存在国体政体都地缘化的
“区域的中心”和“中心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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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遗址的大小只与遗址的
聚落群聚属性有关；
    史前遗址的属性只与同时期
聚落群聚形态有关。

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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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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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城头山，15万平方米，
单聚落城址

天门石家河，120万平方米，
          聚落群级城址

神木石峁，400万平方米，
聚落集团级城址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神化了考古学文化的
“多元一体”

裴安平：《史前秦汉“多元一体”历史辩证
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论文、23

25

第三个问题

http://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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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严文明先生最早认为：基于史前
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一发展对于 

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及其特点带来了深刻的影
响”，是史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对此，
他还认为“中原”就是中心，所有的考古学文
化就围绕中原形成“玫瑰花瓣形结构”。 

2020 年以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说就
开始成为“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 新成果。

——王巍 

第三个问题



把秦汉以后才出现的历史现象

提前到史前

神化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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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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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考古学文化都是人类在一定
的自然环境与生态条件下形成的产物，
纯物态没有生命，相互独立平等，没
有一个想成为中心。   

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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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前人类的血缘组织都规模很小，

都只是所在考古学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

任何组织既无力成为所在考古学文化的中

心，也无力一统天下。

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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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中国史前没有一处古城

成为了所在考古学文化的中心，如良

渚古城、石峁古城、陶寺古城、石家

河古城，皆如此。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神化了良渚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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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

裴安平:《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认识的十大学术泡沫 》：
www.peianping.com / 新文稿

http://www.peianping.com/


套用地缘社会的历史现象

神化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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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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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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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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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角山，30万平方米，土层最厚10.2米，号称宫殿区。

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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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角山正中心位置，在“Ⅳ1区南部夯土基址上发现大面积的沟埂遗存。据已

有资料，这些沟埂很可能就是红烧土坯砖作坊的一部分，主要用于土坯的堆放。
同年，就在土坯堆放场的南部还发现了8个灰坑，大的超过20米。它们很可能就

是制作土坯或红烧土砖的粘土料坑。

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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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莫角山Ⅱ1T1柱洞、柱坑平剖面图
（引自：《文物》2001年第12期）

1992—1993年，小莫角山东南考古发掘，共发现32个柱洞 。但那
些柱洞“大小、形状各异”，又不在一条直线上，甚至一个柱础都
没有。这种既不规范，又简陋有余的柱洞，显然也不属于宫殿与宗
庙。

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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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莫角山东南发掘，清
理出1座小型墓葬。随葬品仅3件
普通陶器，鼎、豆、双鼻壶。根
据墓葬的大小及随葬品的种类与
数量多寡，可知这是一座良渚文
化最经典的低档平民小墓。

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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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发现表明，莫角山并不是单
纯的宫殿区，而是还有平民的住宅、
手工和墓葬区。
    实际上，正是莫角山的平民遗迹
才凸显了中国血缘社会文明起源的
一个重要特点，就像殷墟小屯一样，
同一个族体的人都住在一起；有人
当了官，有人一贫如洗。

不能只吹自己喜欢的

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神化了碳十四测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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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问题

裴安平：《一定要“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
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论文/51

http://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


考古类型学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神化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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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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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碳十四测年法近年二大发展趋势：
其一，志在为古文明定“坐标”；
其二，越来越人性化，数据越测越早。

所以，深受许多考古人的欢迎

第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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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问题

上山文化就是中国考古学抛弃
传统类型学，皈依不稳定的新
式自然科学方法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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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上山文化就比彭
头山文化整整早了一千多年。其中，彭头
山文化距今约8385—7210，而上山文化最
早第一期上限就超过距今1万年， 下线距
今约9500年。
据此，严文明先生称上山遗址有世界上

最早的稻作和彩陶，应为“远古中华第一
村”。

第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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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问题

上山早期，谁早谁晚难道不清楚吗



46上山晚期，谁早谁晚难道不清楚吗

第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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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希望同行无畏的理解与支持



谢谢

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

问道：当代中国考古学现状与前瞻

102

http://www.peianping.com/论文著作/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人类历史实际经历了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二大的阶段。中国的史前就属血缘社会；史前末期与夏商周时期属于过渡阶段；春秋战国及以后才属于真正的地缘社会。     由于血缘社会历时长，多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史前和夏商周考古就成了中国考古学的重点与难点，也成了现代学术问题与神化最多的空间。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考古学文化” 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幻灯片 19
	幻灯片 20
	幻灯片 21
	幻灯片 22
	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幻灯片 25: 第三个问题
	幻灯片 26
	幻灯片 27
	幻灯片 28
	幻灯片 29
	幻灯片 30
	幻灯片 31: 第四个问题
	幻灯片 32
	幻灯片 33
	幻灯片 34
	幻灯片 35
	幻灯片 36
	幻灯片 37
	幻灯片 38
	幻灯片 39
	幻灯片 40: 第五个问题
	幻灯片 41
	幻灯片 42
	幻灯片 43
	幻灯片 44
	幻灯片 45
	幻灯片 46
	幻灯片 47
	幻灯片 48: 第六个问题
	幻灯片 49
	幻灯片 50
	幻灯片 51
	幻灯片 52
	幻灯片 53
	幻灯片 54
	幻灯片 55
	幻灯片 56
	幻灯片 57
	幻灯片 58
	幻灯片 59
	幻灯片 60
	幻灯片 61
	幻灯片 62
	幻灯片 63
	幻灯片 64
	幻灯片 65
	幻灯片 66
	幻灯片 67
	幻灯片 68
	幻灯片 69
	幻灯片 70
	幻灯片 71
	幻灯片 72
	幻灯片 73
	幻灯片 74
	幻灯片 75: 第七个问题
	幻灯片 76
	幻灯片 77
	幻灯片 78
	幻灯片 79
	幻灯片 80
	幻灯片 81
	幻灯片 82
	幻灯片 83
	幻灯片 84
	幻灯片 85
	幻灯片 86
	幻灯片 87
	幻灯片 88
	幻灯片 89
	幻灯片 90
	幻灯片 91: “酋邦理论”的核心思想
	幻灯片 92
	幻灯片 93
	幻灯片 94
	幻灯片 95: 第八个问题
	幻灯片 96
	幻灯片 97
	幻灯片 98
	幻灯片 99
	幻灯片 100
	幻灯片 101
	幻灯片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