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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 华夏文明三大核心区地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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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经纬华夏，寻根明志
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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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许倬云先生在耄耋之年推出新著《经纬华夏》，无论对于学界还是

公众，都是一大幸事。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写出《国史大纲》的钱穆先生，据说曾要求独
立担纲北大中国通史课的讲授，意在一个“通”字，所求者乃太史
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执着与大气。许倬云先生这部大作同
样如此，处处都能让人真切感受到他呈现完整系统的中国史的使命感，
这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谓“为此文化所化之人”，中西兼通，窗里窗外，
我者他者——正因如此，先生方能看得更透彻、更明白。

先生在《余白》中明言，此书本打算作为《万古江河》的续编，最
终却“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而“如此改变，是顺着自己的思考路线
发展，顺其自然”——愚以为，这个“顺其自然”的思考路向，就是导
言中所谓“中国文化格局的世界性”。如果说《万古江河》还“大多是
中国文化圈内部的演变”，那么《经纬华夏》则是要“从世界看中国，
再从中国看世界”了。

读此书，感觉最为认同、最惺惺相惜之处，当属许先生以地理、地
缘和人地关系作为基础，缓缓为我们展开的这幅华夏画卷。许先生胸怀
华夏、放眼东亚，他俨然是位将军，又像是位写意书画家，睥睨天下，
挥洒自如。他将中国地理与文化大势比喻为围棋里的一条“大龙”，其
所压之处，处处是活眼，内部彼此影响又互相仰仗，而这条盘踞着华夏
棋局的巨龙，最终又在东亚乃至世界棋盘上大放光彩。如此一览众山小
的豪放之气，正是“经纬华夏”此一书名的应有之义。

观史如观画，都需要远近长短的距离感，微观看细部，宏观看格
局。观画的距离感在于空间，观史的距离感则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全球史的概念及全球通史类作品的出现，至多是半个多世纪前的
事，此前的任何史著，可以说都是区域视野的区域史。从全球文明史的
视角看区域文明，处处有比较文明史理念下的观照，是这几十年以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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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史学新气象。言之知易，行之何难！在此类书籍之中，许先生的作
品无疑是针对当前这个大时代的思考结晶，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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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许先生在述及这本书与《万古江河》的不同时，特意强调“因应着

考古材料的众多，有一半以上的论述是有关考古成果的启示”，这构成
了此书的一大特色。前七章的论述，主要建立在对考古材料分析梳理的
基础上。先生大量引用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涵盖学界最新的发现与认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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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面积、长时段、
以其特征为代表的大文化群——即这些个别的、有特色的群体——放
在一区一区，也就等于以大型结构体的组合，叙述历史上长时段推演的
故事”。

囿于专攻学科和自身学力的局限，我对先生的贯通性研究不敢过多
置喙，但仍想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一些自己的理解与感受。

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是多元一体理
论。这一理论框架来源于社会学范畴的多元一体格局，指的是一种横向
的当代民族观。而考古学上的多元一体理论，指的是华夏族群纵向的演
化趋向——从多元化到一体化。所谓“最大公约数”，指的是在这一问
题上，认可度最高，争议最少。书中明确提出的三个“核心区”的概
念，就是对上述多元一体理论框架的深入阐发。第一区在黄河流域，从
关陇直到渤海，应即黄土高原与黄土平原及左近地区，此区一向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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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进一步指
出，“传统考古学所认定的‘中原地区’，从西到东，其实都与草原文
化有脱不开的关系”，“中华文明并非由某个单独的中心形成、进化，
然后传播到其他地区。我所列举的三个核心区，都有各自发展的条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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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展的过程；最后，它们在文化上终于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上述几
个核心区的贡献，最终都融合在这一整体之内”。

关于中国文化不断开展的历程，许先生早先曾借用梁启超《中国史
叙论》所述观念，将中国文化圈当作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
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循着
众多前辈的学术志向和探索业绩深入探究，就我一个考古人的视角而
言，如果仍然借用梁启超和许倬云先生的观念，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
中国：“中国的中国”应大致相当于玉帛古国的良渚、大汶口——海岱
龙山和仰韶——中原龙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处的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
前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限于东亚大陆的松散的史前中国互动圈渐趋形
成的阶段；“欧亚的中国”相当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青铜文明
（夏、商、周三代王朝）被纳入欧亚青铜文化的“世界体系”，经秦汉
而至隋唐，东亚大陆的国家群与亚欧大陆西部和中部不断沟通互动的时
代，这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时代；“世界的中国”则大致相当于由宋至
清的近古帝国时期，逐渐面向海洋，都邑由中原东移，南北变动，步入
拥抱世界的新纪元。

因了考古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把眼界进一步放开，从而有了更宏阔
的视域。《世界体系》一书曾提出“五百年还是五千年？”这样的问
题，在我们看来，“世界体系”最初形成的契机，当然是五千年前席卷
整个亚欧大陆、距今三千七百年前后进入东亚并催生了中原王朝文明的
青铜大潮，而非五百年前的“大航海”贸易。如此而言，先生以考古学
为基石的论述，当属从这一宏观视野对华夏文明乃至全球文明史的考
察。

关于中国信史时代的展开，许倬云先生强调自从西周以后，中国
内、外之间的区别，乃是一个多重结构的共同体的内和外；不是单纯的
华夏和夷狄，而是“网内”与“网外”多层次的我者与他者。他指
出，“游牧与农耕并存的形态，成为东亚农耕国家与游牧群体之间对立
而并存的常态”，而“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征服中原政权或者被中
原政权往西边推，于是东方的变动形成一股压力往西方传导，建构了中
东和西欧的历史”。这种高屋建瓴的大气，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牵一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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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身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系络图”。自然，此间也不乏对古代中国
由复杂的文化共同体融合而成的天下格局，以及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分化
扰攘态势的比较分析。至于先生对古代中国文化格局和思想系统的阐
述，更是汪洋恣意，金句迭出。凡此种种，读者自可徜徉其间，尽享思
辨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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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史家而言，先生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他曾在战乱时被卷入，

深怀流离失所之痛；也曾亲身参与社会改革，希冀能对故土更好的发展
有所助益。他既是冷峻的观察研究者，又是抱持热望的践行者。他是严
肃的，又是热忱的，他的文字融入了情感，但又质朴自然。他说自己提
出的解释，不见于任何教科书之中，如果不用心在史料上，是看不出来
的。也正因此，他对自己抗战时亲身经历的叙述，对知识群体如何影响
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分析，对湖湘经世集团及其后继者作用的强调等，
都构成该书区别于一般中国通史的鲜明特色和独到难得之处。从这个意
义上讲，这又是一部融学术、思想、家世、情感于一体的史学佳作。

许先生在台湾大学求学期间，受教于中国第一代“海归”，如李济
之先生、沈刚伯先生、李宗侗先生及其他文献史学、考古学界的硕学大
儒，这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此后先生兼跨中西学术圈，学术取向
上致力于打通今古，故对中国大陆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极为重视，与同辈
的张忠培教授等相交甚笃，切磋合作，得以遍访大陆重要遗址和发掘现
场、共同组织学术活动。而张忠培先生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大家苏秉琦
先生的受业弟子。在许先生这部著作的背后，我们可以窥见海峡两岸数
代学人由分到合，共同探求华夏文明起源及其演变过程，殊途而同归的
学史轨迹。在本书中，许先生的思源感恩之情跃然纸上。虽经百年巨
变，但学人寻踪古代中国历程的家国情怀与执着追求，仍让人感怀动
心。

先生对包括史前时代在内的中国古代史的悉心梳理勾勒，处处显现
出意在通过对中国初生脉络和文化缘起的深究，进而发掘其内涵底蕴的
拳拳念想：“中国文化是以大宇宙来定义一个人间，再以人间孕育下面
各个层次的空间：国、族、亲戚、乡里、朋友。这一级一级由个人而至
天下的网络结构，每一级之间，都是彼此关联、前后相续的秩序，中间
不能切断，更非对立……既然这一文化圈的特点，是一个大宇宙涵盖其
上，一个全世界承载于下，居于二者之中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到安身
立命之所？这才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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