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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夏商周

考古可不仅仅是考古学家们的事情，也不
仅仅是发掘遗址和文物。1996年，来自历史、
考古、天文、地理和测年技术学等多个领域的专
家们被召集在一个项目之内，开始向着历史的
更深处去叩问“何以中国”这个宏大命题，这个
项目便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给夏商周做断代谈何容易。中国有确切纪
年的时间是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而此时
的中国，恰值西周晚期，而对共和元年之前的历
史事件和王朝更迭，人们只知其框架，而无法断
定其具体时间，“有王无年”的现象普遍存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当看到埃及人已经把古埃及的历史推演到了公
元前数千年、当有人不怀好意地质疑中国的历
史是否有五千年的时候，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毅
然接下了这个任务，并最终将中国可被考据的
历史推到了公元前2010年，结束了被人称作

“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状况。夏
商周断代工程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深挖，更是
一次对民族精神的考察。

在为夏商周断代的过程中，专家们可谓是
各显神通，从天文地理到植物人文，无一不在他
们的考证范围内，而在这一工程的进行过程中，
最先立功的却是一次日食。1997年，中国境内
发生了20世纪最后一次日食，据推算，新疆的
一些地区在日食发生之际刚好天亮，会产生两
次天明的情况，而这正与文献中“天再旦”（“天
再旦”，是古代天文学家记录的一种罕见的天文
现象，意思是同一天接连出现两次天亮的情
况。部分学者推测是由清晨五点到七点的日全
食所引起的天文奇观。第一次天亮时，天色又
逐渐暗去，接着又迎接第二次天亮。最早在《诗
经》里就有天再旦的记载，《竹书纪年》记载过：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指的是周懿王元年丑
正四月丁亥朔，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发生的
日食，在陕西华县一带可见到这个奇景。有学
者认为所谓“日妖宵出”可能也是“天再旦”或

“天再昏”的日食现象，可用来断定《墨子·非攻
下》记载“禹伐三苗”的正确日期。对同一地点，

“天再旦”现象出现的几率是千年一遇。1997
年3月9日，中国新疆北部在天亮之际发生所谓

“天再旦”的日全食，由60位观测者从18个不
同地点亲身体验这种现象。）的天象吻合。专家
们专程前往新疆，对这次日食进行实地观测，拿
到了“天再旦”的一手资料和数据。这看似天助
的背后，却是研究者们的敬业与辛苦。

探源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的历史远不只从夏商周开始。自
打读《三字经》的年纪，人们就知道“自羲农，至
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
逊，称盛世”。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效法唐尧虞
舜，可是，这些让我们骄傲自豪的先祖不能只生
活在神话传说中。于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
后，新的征程摆在了专家学者们的面前，他们要
向更深邃久远的中华文明源头进发，去一窥文
明产生的奥秘，去告诉世界中华民族伟大的原
因。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的最新成果，为全世界炎黄子孙带来了一个
激动人心的消息——中华文明不止有五千年，
从距今约5800年起，中华大地便进入了古国时
期，文明的演进逐步加速，遂有夏商周、秦汉唐，
遂有今天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富强。

这也正是“何以中国”的答案，纪录片《何以
中国》也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生动呈
现，纪录片从秦汉开始，一路追溯，直至旧、新时
期时代之交，随后又顺着历史的河流而下，直至
家国天下。通过探源中华文明，人们从中看到
的是一个丰盈充实的华夏，它从未被王朝的更
迭割裂过，它如同长江黄河一般，一路奔涌，直
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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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层下发现历史

1921年，仰韶村的一次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
古的历史。在古代，历史是记载在纸面上的文献，
而从仰韶遗址的发掘起，历史却更多地被发现于土
层之下。

也许是由于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习俗，在古
代中国，人们对地底掩埋着的文化遗产讳莫如深，
一任时间将这些珍宝雪藏。而那些记录在纸面上
的文字虽然丰富，但终究是会有词不达意之嫌。
禹王的九鼎存不存在、阿房宫有没有烧过大火？
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有将土层挖开后才能得到
解答。

于是，在仰韶遗址被发掘后，越来越多的历史
秘密在现代考古技术的加持下重见天日，曾侯乙
编钟、兵马俑、马王堆的辛追夫人，当然，还有那
令人至今捉摸不透的三星堆遗址……这些出土的
文物正用它们身上的斑驳和灿烂向今天的人们
诉说着一段又一段生动的故事，而在更深的土层
下，尚有数不清的辉煌等待着未来的人们去前赴
后继。

挖开土层，看到的历史确实大有不同。人们都
知道阿房宫的宏伟：“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
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也知道这座宏
伟的宫殿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是，这所有
的记述都是源自唐代杜牧之手笔，杜牧写《阿房宫
赋》的时候，距秦朝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那些绚
丽的文字当然只是想象。而汉代司马迁则在《史

记》中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
之”。既然阿房宫都没有建成，那又何来被项
羽火焚的事情呢？当考古学家们挖开土层，一
切答案则昭然于世——阿房宫确有其宫，项羽
放火也确有其事，但是，项羽所焚的是咸阳宫，
并非阿房宫，终秦一代，阿房宫始终未能建成，

而项羽放火所烧的却是当时秦朝已在使
用的正宫大殿。

纸上的历史精彩而灿烂，土层下的
历史真实而纯粹，两者一起构成了中
华文化的表里两面，共同铸造着数
千年的璀璨人文。

何以中国？这是一
个沉甸甸的问题。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中国二字
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
关，我们为五千年的悠久
历史而骄傲，为炎黄子孙
的身份而自豪，然而，有
关那些遥远先祖们的故
事，我们却只能在神话传
说中找寻，我们说得清夏
商周秦汉，道得明唐宋元
明清，却很难讲述三皇五
帝和他们筚路蓝缕创造
中华文明的故事，而在这
些掩盖在历史尘埃里的
故事中，也许正蕴含着中
华民族延续辉煌的文化
密码。

近日，纪录片《何以
中国》在东方卫视播出，
引发诸多关注。该片立
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
研究成果，系统性追溯了
中华文明的根基、起源、
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程，
力图为观众提供“何以中
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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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海报。

三星堆的青铜面具。

马王堆中辛追夫人的衣裳。

清羊城骆氏翰墨园刻本
《史记》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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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兵马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