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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屬於龍山時代晚期的一支具備鮮明特徵的考古學文化，無論是就目前

已經掌握了的考古發現還是遍見於古史傳說材料中的各類記述來看，這支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

的過程中都極有可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關鍵性的角色，因此如果我們希望探究中國早

期複雜社會興起的歷史，那麼無可置疑地，陶寺文化應該成為首選的研究對象。

在篇章安排方面，我們首先探討的是理論問題。具體而言，對於現有理論認識的辨析分作

前後緊密聯繫著的兩大部分來進行：其一，我們向讀者解釋了相關概念本身的含義，即學術界

當前對於「社會複雜化」或「複雜社會」的基本認識，這一部分見於緒論；其二，我們系統地

回顧了學術界以往對於早期社會複雜化進程的各類解釋模式，為保證論述內容儘量豐滿完密，

對於學術史的回顧我們選擇同時從兩個維度入手，也就是說，既歷時性地考察了從 19 世紀的

古典進化論到 20 世紀的新進化論學派對於社會複雜化運動過程的解釋，同時又共時性地辨析了

同輩學者之間的異同。古典進化論與新進化論兩者相較，論述的重點在於新進化論，而在新進

化論中，酋邦問題又當仁不讓地成為了寫作過程中的重中之重。對於酋邦問題，我們也從兩個

角度入手來組織討論，既關注概念層面上的代際傳承，譬如從奧博格與斯圖爾德到塞維斯再到

卡內羅與厄爾等人，又對隸屬於這一概念之下的各個子命題做了較為充分的探討，諸如經濟制

度與等級體制的關係，繼承制度與親族結構所經歷的變化，前國家時代的權力性質與運行模式，

簡單酋邦與複雜酋邦，集體取向的酋邦與個人取向的酋邦，早期複雜社會中不同種類的財政制

度，戰爭與政體規模的發展，以及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體系及其常見的表達方式等，還特別反

駁了所謂「古代國家產生的兩種途徑」一類的說法。對於上述這些問題，我們都有著比較深入

的論述，詳情可參閱敝文第一至第三章，其中第三章是專論酋邦的。



在辨明理論問題之後，我們轉入了對於陶寺的案例研究，目的是為了將一般理論與具體材

料結合起來，進而建立具備自身特色的對於當地早期社會複雜化進程的解釋。首先，敝文對於

關涉到陶寺的現有研究成果做了一次細緻的回顧與梳理。通過這樣的梳理，我們認為，迄今為

止的陶寺研究，如果依照時間順序可以分作前後互有聯繫的三個階段，其發展歷程深受田野發

掘進度的影響，總體表現為以聚落考古與天文考古等為代表的新技術與新理論對於史學界慣用

的二重證據法等傳統研究模式的漸替與修正。在此基礎上，我們相繼探討了公共工程所具備的

社會政治指示意義，早期禮制的多元性，個人經濟成就與政治地位之間的關係，堯舜時代與陶

寺文化兩者各自代表著怎樣的社會發展階段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世界體系與區域等級政

體發展的時序性等一系列與陶寺研究密切相關的重要的原則性問題。有關於這一部分內容，可

參閱敝文第四章。

陳述我們自己對於陶寺社會複雜化問題的理解，這也是敝文繼一般理論辨析、陶寺研究歷

程回顧之後的第三個相對完整的組成部分。在這裏，我們力圖恢復的恰是古典進化論以及新進

化論的一貫主張，即從經濟領域內的變動，也就是首先從生產專業化這個角度入手來解釋政治

結構所經歷的複雜化過程。在我們看來，發生於後者內部的各種改革究其實質主要仍是對於變

化了的經濟現實的一種反映，目的則是為了重新安排關於已經增多了的社會剩餘產品的分配策

略，這正是政治等級制度必須予以實現的基本目標，而意識形態體系又是對於政治結構的進一

步說明，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對於經濟現實的反映的反映，這才是社會生活中這三大領域之間

的主要的合理的關係。用我們這種視野來重新審視現有材料，就可以看出，陶寺自始至終都是

一個高度複雜化的社會，目前尚無法就陶寺文化的最終去向問題給出確切的說明。至於促成這

支文化勃興的主要原因，我們以為，除了人口增長之外不可能有其它更合理的解釋，且對於這

種增長過程做出最大貢獻的應是外來人口的挹注，有鑒於當時能源開發技術的發展水平，只有

在投入更多勞動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獲得更多的產出，也只有在擁有更多產出的情況下，陶寺

人才會面對政治結構進一步複雜化的問題。以上所述就是我們對於陶寺文化社會複雜化過程的

基本解釋，至於此中詳情，敬請參閱敝文第五章的具體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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