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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怎样看待杀死自己的时间 专栏 好一朵“科技范儿”的新疆棉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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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存在交流
读+：从盘龙城兵器组合来思考它的文化传播，您是

怎么想到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
夏玉婷：大家一般更关注青铜容器，因为它们反映

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点。但是有必要研究兵器，这
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我2023年到盘龙城博物馆看到了
这些兵器，发现了一些跟北方草原兵器的共同点。

中国古代文明跟北方草原文明的交流，这已经不是
新东西，大家都知道，做考古学的人很多都了解这个历
史事实，所以我并没有发现什么非常特别的、非常新的
东西。我的这一次研究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去看哪些文
化可能跟盘龙城这些兵器有关系，这种关系是不是直接
的。

读+：所以，中原地区和北方的文化交流，这是考古
学界都知道的一件事，但是能够从盘龙城的兵器组合看
到这一点，这是您的一个新发现？

夏玉婷：对，已经有很多考古学者探讨中国北部跟
草原文化的关系，但是把长江流域的文化和北方草原联
系起来的人不多。

德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夏玉婷：

武汉盘龙城3000多年前进入欧亚文明交流圈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今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

周年、发掘50周年。由中国考古学

会等单位指导，湖北省委宣传部、湖

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

主办，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

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承办的“盘

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

7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11月25—27

日在武汉召开，海内外100余位学者

参会，4位著名学者做主旨报告。

会上，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

所教授夏玉婷的主旨报告引起长江

日报记者注意，她的研究结论是：“盘

龙城的铸造工匠技艺高超、富有创新

精神，并且思想开放。以盘龙城为代

表的长江中游文明在公元前16世纪

到公元前13世纪已经参与了大规模

的欧亚跨区域互动网络。”

这一结论是怎么来的？长江日

报《读+》周刊就此采访了夏玉婷。

夏玉婷在盘龙城遗址考古现场。 图源：@盘龙城考古

【
访
谈
】

夏玉婷在“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
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夏玉婷是她的汉语名字

夏玉婷本名玛丽亚·卡尤蒂纳（Maria Khayutina），夏玉婷是
她为自己取的汉语名字。她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在俄罗斯
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
以西周为中心的出土文献研究。2001年后，她先后在瑞士、德国
工作；2013年，中国兵马俑首次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展出，她参与了
与中国有关方面的协商、筹备工作，历时3年，展览非常成功。

夏玉婷曾为《牛津早期中国手册》撰写部分章节，还发表了多
篇与中国有关的学术论文，其中有的被翻译为中文。

例如《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周王年制度及其应用（者）》，夏玉婷
发现，几千篇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只有几十篇包含了“完整的日期
记载”，即包括王年、月份、月相和干支的四要素。为什么只有少量
西周青铜器使用王朝纪年来记录时间呢，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会用

“王×年”这种表述呢？从这个很小的角度进入，夏玉婷论述了一
个大问题，即这不仅反映了西周人的时间观念，反映了周朝档案制
度的规范化过程以及官僚体系、行政管理方式的演化，而且它还说
明，西周计时法与政治权威及等级社会秩序有关，与各级贵族对周
王室的效忠程度或者“距离”有关。

夏玉婷多次来华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016年，北京大学主办
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论坛，她报告的题目是《青铜器铭文
里反映的克商及文、武王的记忆与早期中国的纪念政策》；2023
年，清华大学“古文字与中华文明”国际学术论坛，她报告的题目是

《从兵器铭文及器型看秦、赵相邦与战国时期军事工业》。此外，人
民大学 2019 年组织的“王言——古代世界的政治表述和权力建
构”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2023年的“考古新发现与周代国家
形态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都有她的身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玉婷参加了 2018 年武汉大学举办的
“楚文化与长江流域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了《商末周初在
长江中游与黄河中下游来往的交通线上的家族政体（以息邦为
例）》的报告。“息”是一个小国，被楚国灭掉后设置了息县，成为中
国历史上最早的县之一。夏玉婷从河南罗山县天湖墓地考古结果
入手，结合地理分析，认为“息”正处在盘龙城与中原交流最便捷的
路线上；她再结合出土甲骨卜辞和青铜器上的铭文、族徽，认为

“息”为中原王朝提供了某些交通服务，这与金属、矿料等资源的长
途交易有关，这种“物流优势”是“息”这类小国得以建立的重要原
因。

正是在2018年的武汉会议期间，夏玉婷第一次来到盘龙城，
近距离观察了盘龙城遗址。

她注意到了盘龙城出土兵器

2023年，夏玉婷参加武汉大学主办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
2023”，第二次来到盘龙城。武汉大学考古系盘龙城遗址工作站的
公众号“@盘龙城考古”介绍了这次参观考察活动：“队员们在考古
整理室向夏老师仔细介绍了盘龙城遗址2022年度王家嘴地点出
土的相关遗物，夏老师与队员们就新近出土的陶器器型、纹饰、制
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随后，夏玉婷老师在考古队员的陪同
下，实地探访了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地点。参观过程中，队员们向夏
老师详细讲解了杨家湾2019—2021年的发掘收获。与此同时，在
今年开工的杨家湾北坡地点，队员们也与夏老师交流了本年度的
发掘计划和希望达成的学术目标。参观过程中，夏老师耐心回答
了考古队员们关于德国考古学与汉学研究的相关困惑，并对盘龙
城的考古工作给出了很多有益的指导。此次夏玉婷老师的参观访
问既拓展了考古队员们的国际视野，也有助于盘龙城遗址作为‘武
汉城市之根’的对外宣传。队员们期待夏老师能够再访盘龙城，进
一步促进盘龙城考古工作的国际化、多元化。”

通过对盘龙城出土兵器、工具以及葬式的研究考察，夏玉婷形
成了自己的观点——

在乌拉尔山以东和以西的北方考古遗址中，特别是在图尔宾
诺、塞伊玛和罗斯托夫卡墓地中，銎斧、銎矛和刀或短剑一起构成
了所谓“塞伊玛—图尔宾诺三件套”。在盘龙城，类似的器物最早
一起出现在第四期等级最高的李家嘴M2墓葬中，而且位置都较为
特殊，其共同出现并非偶然。在盘龙城，还有与典型商式葬俗不同
的葬式，例如，在第四期小嘴M3墓葬中，墓主经过火葬。火葬在公
元前1800—1500年间广泛流行于西伯利亚安德罗诺沃文化圈，这
种葬俗可能通过北方移民传入中国北方，并随后传播到盘龙城。

“虽然盘龙城的兵器和工具显现出一些北方文化因素，但在盘
龙城尚未发现完全对应北方器物的例证。这意味着这些器物并非
从北方传入，不是北方原型的复制品。在盘龙城，銎斧（锛）上的斜
线纹饰为盘龙城所特有，其他地方尚未发现。这表明，这些斧头可
能是本地生产的。在某些器物中，例如饰柄直背刀，其形态和装饰
融合了‘北方’与‘商’元素，并在鱼尾形剑柄短剑等器物中重新组
合了多种元素。这表明盘龙城的铸造工匠技艺高超、富有创新精
神，并且思想开放。上述研究表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
明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已经参与了大规模的欧亚跨
区域互动网络。”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欧亚草原东部最早的青铜
文化之一，典型器包括弧背刀、套管空首斧、马头刀、倒钩
铜矛等。在中国境内，也先后发现了十几件倒钩铜矛。
但是学者们通过比较，意识到中国境内发现的倒钩铜矛
形状却不一样，没有尖锐的矛头和窄小的矛叶，代之以圆
弧状钝锋，器形也变得宽大圆钝。显然，塞伊玛-图尔宾
诺文化倒钩铜矛有鲜明的武器实用性特征，而中国境内
的阔叶铜矛是具有仪仗性的礼器。

欧亚大陆诸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
其中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中
的白玉环，现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学者
认为：“无论东欧，还是西伯利亚，还是乌拉尔，我们都找
不到这种玉的矿源和加工传统。”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认
为，白玉环很可能来自甘肃的齐家文化或中国北方同时
代其他考古文化。

正如夏玉婷所说，中国古代文明跟北方草原文明的

交流，是考古学界的常识之一；但是交流的方式、程度、性
质等具体内容，学者们有各自的看法。

此次“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
学术研讨会”，4位做主旨发言的著名学者，第一位便是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
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王巍曾多次撰文、发言阐述“文明
交流互鉴”：大约在距今5000年至4500年前，西亚地区原
产的小麦、黄牛、绵羊经过中国西北地区传入中原；中国
的粟黍栽培、水稻栽培，也通过后来的丝绸之路传到了中
亚、西亚地区；“冶金术，现在一般认为是经过西亚、中亚
传入中原，之后迅速本土化，我们当时已经掌握高温烧制
陶器的技术，便将二者融合，发明了陶范制作青铜容器的
方法”。

另一些研究者则主张中国冶金术是本土独立产生
的。例如中国著名冶金史专家、复旦大学杨宽教授就认
为：“凡是一个地方具备了发明某种冶金技术的地理条件

和历史条件时，就完全可能创造出某种冶金技术。”
有一点是学界公认的，在那些“技艺高超、富有创新

精神、思想开放”的中国人手中，创造性地发明了铸造青
铜容器的本领；在中国人手中，青铜冶铸成为一门艺术，
创造出一整套青铜礼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

德国汉学家雷德侯教授认为，中国人发明了包括青铜
器铸造在内的“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

“模件化生产以多种方式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而大
规模生产所需要的方方面面——分工及工序流程、标准化
及质量控制、组织与管理，都对中国文化有首创贡献。

总之，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文明的发展
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
流的历史。中国之所以没有像世界其他四大文明（古代
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波斯）一样沦为“失落的文
明”，与中国人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息息相关。

刀矛斧与白玉环
——中国学者看欧亚文明交流

“我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有了更多了解”
读+：您是如何走上汉学研究之路的？
夏玉婷：这非常偶然。我原来对考古学感兴趣，在

俄罗斯也参加了几次考古发掘，后来我在莫斯科大学听
到著名汉学家顾哲教授讲的中国古代史，他20世纪50
年代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对他的演讲很感兴
趣，所以开始听他的课。以后就开始学习中文，这样一
步一步地，我自己也开始在这个方面做研究。在此之
前，我看了一些翻译的中国文化作品，例如《道德经》《庄
子》《诗经》，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兴趣越来越大。

读+：有些学者，长期专注在一个方向上，他研究的
对象会对他自己产生一定的影响，您能否谈谈您20多年
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感受？

夏玉婷：我有机会做这个专业的研究，非常荣幸，真
是很幸运。很少人可以做他们最喜欢的东西，但是我有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好。西周时代距离我很远，但
是我对它感兴趣。通过这个研究，我对中国的文化和社
会有了更多了解，对我自己的思想开放也有好处，让我
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可
以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做。

除了西周，我也研究中国现代考古史，特别是著名
考古学家徐旭生 20 世纪 30 年代对陕西的考察。徐旭
生做了很多工作，使考古学在陕西制度化。他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人——他很有幽默感，谦虚，但同时也很勇
敢，他经常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曾经表示，希望将
来能在发掘现场直接建造博物馆，并将周围环境改造
成“有植物和电灯”的公园，让人们来了解考古学。现
在，像盘龙城这样的遗址博物馆正在开放，并受到普通
人的欢迎。如果徐旭生知道他的梦想正在实现，他会
非常高兴的。

三进盘龙城，每次都有新收获
读+：能否说说您对盘龙城遗址的印象？
夏玉婷：2018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盘龙城。当时我

参加了由武汉大学徐少华教授主持的“楚文化与长江流
域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观了盘龙城城墙和
考古工作站的储藏室，看到了许多出土陶瓷器皿，考古学
家给我看了一些包裹在纸中的残渣。这很令人兴奋，因
为这是盘龙城青铜铸造的证据！在此之前，许多专家认
为盘龙城居民是接受来自郑州商都的青铜器，但这一发
现证明了盘龙城居民能够自己制作青铜器。当时，盘龙
城博物馆仍在建设中。

2023年10月，我来武汉参加由武汉大学陈伟教授组
织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23”，再次访问了盘龙城。
这一次，我在建成后的盘龙城博物馆待了好几个小时。
我发现这个展览的理念非常好，我自己也做过策展人，所
以我很欣赏盘龙城博物馆把展品呈现给公众的方式。盘

龙城被发现的历史，包括考古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
常生活细节，都被很好地重建了；数码动画对观众也非常
有帮助，整体设计现代时尚。总之，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最近一次去盘龙城是2024年11月27日，我们看
了一场关于商朝的精彩临时展览《商翼四极——商王朝
地方文明特展》。策展人从其他地方借展很多著名的出
土文物，比如三星堆的铜人像，或者陕西北部最近发掘的
寨沟遗址的物品，这真是太好了。我希望盘龙城能在未
来继续开展类似活动，并保持其作为武汉文化生活重要
中心的地位。

这一次我还参观了考古工作站和发掘现场。考古学
家们给我展示了新发掘的考古特征，这些特征非常特别，
值得注意。我期待着在下一个挖掘季节后了解更多关于
它们的信息，我相信国家会继续为这个重要的挖掘项目
提供支持。

读+：您认为盘龙城遗址的价值主要是什么？在国
外，盘龙城有名吗？

夏玉婷：盘龙城对研究中国文明有很重要的作用，之
前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中国文明出自黄河流域，但是在
最近的六七十年之内，发现了很多比较早的遗址和墓葬，
包括盘龙城。这说明中国文明发源不是局限在一个地
方，这就开放了我们的视野。

国外普通人最熟悉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应该是兵马
俑和三星堆。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术圈子里，安阳和
周原可能更有名。这个圈子其实很小，国外专门研究商
周考古的专家大概只有300人，在我们德国，可能只有5
个人。但是盘龙城遗址现在有一个新的博物馆，修得非
常好，我想它可能会吸引更多人来武汉看看。

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不会铸铁，没有文字……他们长
期处于无外族交流的环境中，发展缓慢。

中南美洲几个古文明，在天文、建筑、医药方面都可
圈可点，处于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在新型疾病面前，他们
无比脆弱。

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青铜器，最初大都经历过原始
的“红铜锻造”阶段。可是中国青铜文化，一开始便采用
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文明只有交流碰撞，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能充满

活力。这样发展起来的文明，才没有致命“短板”，才是开
放的、健康的、硬朗的、强壮的。

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也有过辉煌岁
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始终绵延不绝，不断发展
壮大。中国人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应该是原因
之一。在交流的道路上，自信并且自强，同时保持开放，
当是一个民族，甚至小到一个人的成长根本。

（李煦）

自信并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