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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序言中
說， 「這不是一部
嚴格論證中國文化
基因起源的著作，

而是以之為中心的一
系列文章的鬆散集
合」 。作者思接千載，

筆納山河，從人類演
化、全球各地古文明的興

起，到網絡技術的發展對考
古、對文化的深刻影響，以
及由新冠疫情引發的瘟疫與人
類文明關係的思考，從農業在
人類文明和中國歷史上的起源
到如何認識夏王朝，論題或大
或小，篇幅或長或短，文字或
莊或諧，構成一個有邏輯的整
體，居樞紐地位的則是 「文化
基因」 理論。

從「基因」的角度看文化
所謂 「文化基因」 ，指的是長

期存在的某種文化特性，它決定一個
群體的身份認同。在生物上，所有現代

人都屬於一個物種，在自然基因上區別有
限，真正決定當代社會群體區分的是文化。而

文化是包羅萬象的，那些長期穩定存在的東西，
就是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不是從來就有的東西，它
是一定演化階段的產物，具有非常強的精神屬性，
它可能是分散的、片段的，但互相之間可以有強烈
的聯繫，或者說它們構成一個整體並以此塑造了一
個民族的文化精神。

書中介紹，這個概念可溯源至英國生物學家理
查德．道金斯，他提出的 「雙重進化理論」 認為，
相對於生物遺傳的基本單位 「基因」 ，文化進化的
基本單位為 「模因」 ，也就是本書所說的 「文化基
因」 。按照 「雙重進化理論」 ，生物變化的來源是
基因突變、重組與遷移，而文化變化的來源在於創
新、綜合、遷移與擴散。生物基因的遺傳機制只能
是垂直的，雙親把基因遺傳給一個或多個後代。文
化基因則通過交流傳遞，可以是垂直的，也可以是
水平的，甚至傾斜的。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確實是
可以 「看一眼就懷孕」 的。

但是，道金斯及後來的研究者的不足在於沒有
注意到文化是一個有不同層次的複雜系統。文化基
因可以在不同層次上以不同的形式表達，並發揮其
影響。舉個例子來說，中國人用筷子吃飯，食物因
此更可能分享，大家由此圍坐在一起形成一個特定
的群體。筷子更適合蔬食而非肉食，而蔬食又影響
到人的體質、性格等，進而影響人的活動範圍、人
與環境的關係。你看，僅僅是 「用什麼吃飯」 這件
小事，就對個體的體質乃至於群體組織方式、生活
生產方式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而這些內容的集

合，不正是我們常說的 「文化」 或 「文明」 嗎？

從「體系」的角度看文明
如何看待中國文明的起源，是當下的熱門話

題，也是本書的核心論題之一。在這個問題上，作
者認為當下偏重於尋找文明標誌的思路和模式是值
得商榷的。因為對於不同的文明而言，所謂的文明
標誌比如文字、金屬冶煉、城市、國家政權等都是
有局限性的，比如南美早期文明就沒有文字與金屬
冶煉，遊牧社會的政權就沒有穩定的城市。這種還
原論式的思維忽視了文明發展的整體性。

本書提出運用強調整體性的 「體系的視角」 來
考察中國文明。在這一視角下，中國文明的起源首
先是一個體系的形成，而不只是某個地方率先出現
某些文明的特徵。比如良渚就是那個時期中國文明
的一個代表，從北方的紅山文化、山東的龍山文化
到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共同構成了群星璀璨
的文明圖景。中國文明體系的格局是一萬年前後奠
定的，其中包含着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兩個農業
起源中心。這個格局支持中國文明延綿五千年的文
化發展，直到近代被以工商業為中心的文明打斷，
伴隨着時代腳步開啟了文明體系意義上的偉大轉
折。

作者結合考古證據提出，對於這些早期文明而
言，空間上的距離並不是影響交流的最重要因素，
文明體系內部成員之間互動的層次和渠道多於成員
與周邊地區之間的關係。比如，從距離上看，遼西
地區和東北以及草原地帶更近，按說交往也更方
便，但在文明發生上，與遼西關係更密切的是中原
而非東北與草原地帶。而文明體系得以構成，在於
內部成員立足於新石器時代農業社會這個共同的基
礎。

眾所周知，中國有漫長的農業時代，我們喜歡
說一句話：往上數三代，誰家都是農民。隨着城市
化的推進，對於 「90後」 「00後」 來說，上數
「三代」 可能不夠了，但農業對於中國文明的意義
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如作者所言， 「要理解當代中
國，理解中國文化的特性，就必須了解中國農業時
代的開端以及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這是一段輝煌

的歷史，中國的農業時代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說是
幸運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文明能夠綿延5000
餘年而沒有中斷。這其中蘊含着我們優秀的文化傳
統，值得繼承與弘揚的文化基因」 。為此，本書專
設 「農業與文明起源」 一編，從多個側面對這一論
題進行了剖析。

從文化的角度看考古
如前所述，考古學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屢屢

「出圈」 ，本書從文化的視角看考古和考古學，提
出如果把考古學僅視為一門科學──這也是長期以
來對考古學的一般看法── 「考古學對社會現實的
影響就產生了免疫」 。作為科學的考古學有可能變
成專業術語構成的封閉的話語圈。為此，作者提出
考古學不只是一門科學，更是文化，是一項促進文
化發展的事業。

「考古學研究的是人本身，從人的技術到人的
社會再到人的精神世界，這個世界是人自身的創
造，所謂外在的世界已經在歷史進程中為文化意義
所滲透，人與物是不可能分離的。不理解文化，也
不可能理解物，考古學要研究文化，它本身就是文
化，本身就是在發展文化。」 在這一視角下，作者
特別重視人類演化進程中的文化演化，認為應從向
外求、向社會求、向內求三個層面探求人類演化的
奧秘，並提出在這三個層面相對應的技術經濟、社
會組織和精神世界之中，最值得關注的作為人面對
問題時 「向內求」 的產物的精神世界。

在文化視角的關照下，考古學的一些具體問題
被從不同側面照亮，促使我們進行新的思考。比
如， 「夏」 是當代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中國考古學的兩大工程── 「夏商周斷代工程」 和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其核心問題都是 「夏」 ，
具體包括夏代存在與否、年代與範圍、標誌性遺存
等。作者指出， 「夏之所以成為問題是與中國進入
現代世界體系同時的，一方面我們需要重新審定自
己的文化歷史身份；另一方面，我們的身份也在為
主導這個體系的西方世界所審定」 ，關於夏之有無
的考辨，折射的是中國文化確立話語自主權的努
力。那麼，我們如何找到 「夏」 ，或者說，是否能
找到一個如商王朝那樣的夏王朝呢？作者提出了一
種新的思考理路：既然族群不是靜態的存在，而是
一個歷史構建的過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還會
經歷分裂、離散、融合、歸化等過程，那麼，或許
並沒有一個標準的 「夏」 在等着我們去發現。而如
果夏是一個文化構建的過程，這意味着它可能是一
個擴展、交融、再創造的過程，其中可能充滿着雜
糅、混合，很難找到一個 「血統純正」 的夏。因
此，解決 「夏」 問題的路徑，或許正在於考古學自
覺拓展自己的邊界。

書中還有不少古文明遺跡的介紹與分析，可謂
新意滿滿，創見迭出。如果你對考古有興趣，樂於
探究文明起源，不妨讀一讀此書，相信會有不少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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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佛家、康德、
海德格爾的〈齊物論〉》 《洪武大帝朱元璋》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
港式奶茶製作技藝》

作 者 陳梧桐

出版時間 2023年10月

明太祖朱元璋，中國歷史
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
家。本書為作者四十年研究之
作，運用豐富扎實的史料、生
動流暢的文筆，全面記述了朱
元璋從貧苦出身的小行童，到
元末農民起義領袖，再到明朝
開國皇帝的傳奇經歷，如實反
映了他求實的作風和多疑的性
格，客觀評價其 「治隆唐宋」
的功績和歷史局限，是一部兼
具學術價值和可讀性的歷史著
作。

作 者 劉智鵬 黃君健 盧惠玲

出版時間 2023年7月

港式奶茶是香港的地道飲
品，其製作方法變化多端，饒
富香港特色。港式奶茶製作技
藝於2017年獲列入首批香港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本
書以港式奶茶為研究對象，藉
剪報、文獻、舊照，及親訪數
十位奶茶師傅，勾勒港式奶茶
的歷史圖像，並探討其製作技
藝，包括材料、器具、沖泡方
法及今昔演變，亦附手繪插圖
呈現工序，述及傳承體系和背
後所承載的文化意義。

作 者 陶國璋

出版時間 2023年10月

〈齊物論〉是《莊子》最具
系統性的一篇，說理透闢，首尾
連貫。莊子善用詭辭寄寓，文筆
芒忽恣縱，靈感如天外飛來，故
其義理本無跡可循，讀者難入其
門。本書為《莊子齊物論義理演
析》之修訂增本，記錄作者自初
版至今二十多年間對〈齊物論〉
的不斷思考與研析。作者將現代
西方哲學觀念切入中國傳統哲學
作分析，對〈齊物論〉的哲學觀
予以整理、重構和開展，使莊子
的玄思智慧得到更現代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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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隨着

「國風」 「國潮」
不斷升溫，中華文

明在學界和大眾中

都受到了更多關

注。與此相應的

是，考古學日漸成

為一門 「顯學」。

《中國文化基因的

起源：考古學的視

角》（陳勝前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21年）以考

古學的專業視角溯

源中華文明，分析

中國文化基因的特

性，並以強烈的現

實關懷，探討了當

代中國文化建設問

題，給人以專業知

識和思想智慧的雙

重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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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
角》，陳勝前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展出的陶器。學界認
為，二里頭文化與古文獻記載的夏王朝，在地域
和文化上非常接近。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