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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下”型第三极到古今“一带一路”----《看不懂春秋战国，就看不懂中国和世界》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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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的

开放传统----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立足于十大主要原理----第一个就是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

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喜马拉雅山的珠峰海拔 8844 米，世界最高，誉为地球第

三极，对周边环境有重大影响，如四川盆地受到珠峰映射很大，在中国四大盆地中，只有四川盆地海拔最低

（300米至 700米），四川处于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但有横断山、邛崃山、岷山，有垂直分布的各种尺度的

海拔高度（最高是贡嘎山 7556 米），使得生物种群呈立体分布，盘古、嫘祖、大禹诞生在此。为啥？黄河

和长江主要源头在四川阿坝，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在四川；四川盆地古代是大

海、内海、盆塞海，三峡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峡口子很小，外界低空气流难于倒入，加上四

周环山，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气候，昼夜或一年四季温差不大，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活舒适，处于北纬 30°

黄金线上（在北纬 26°至 34°之间），有最佳温度和湿度（纬度 45°内、经度 120°内），于是有了 4万年前“资

阳人”和 200 万年前“巫山人”，多种生物发源和生存于此。四川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处、环太平

洋地震带上，地质运动复杂，产生过攀西大裂谷，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形成了许多地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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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扬教授的“70 年对话 5000 年”阐述中华文

明诞生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天下国家”，

或称“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天下”型定居

文明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产物，是对“天下”型定居

文明的守护，确保它不解体，不灭亡。文扬教授的

这一思想与赵汀阳教授的书《天下的当代性：世界

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和杜钢建教授的书《文明源头

与大同世界》，以及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等中

的思想是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是对新时代党中央致

力于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

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

和美好追求的响应，作的新《中国通史》和《世界

通史》的梳理和探索，其中的缺环可以相互补充和

校正----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

绸之路”，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

的开放传统----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立足于十

大主要原理----第一个就是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

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

动之地；喜马拉雅山的珠峰海拔 8844米，世界最高，

誉为地球第三极，对周边环境有重大影响，如四川

盆地受到珠峰映射很大，在中国四大盆地中，只有

四川盆地海拔最低（300 米至 700 米），四川处于

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但有横断山、邛崃山、岷山，

有垂直分布的各种尺度的海拔高度（最高是贡嘎山

7556米），使得生物种群呈立体分布，盘古、嫘祖、

大禹诞生在此。为啥？黄河和长江主要源头在四川

阿坝，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砻江、金

沙江等在四川；四川盆地古代是大海、内海、盆塞

海，三峡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峡口

子很小，外界低空气流难于倒入，加上四周环山，

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气候，昼夜或一年四季温差不

大，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活舒适，处于北纬 30°黄

金线上（在北纬 26°至 34°之间），有最佳温度和湿

度（纬度 45°内、经度 120°内），于是有了 4 万年

前“资阳人”和 200 万年前“巫山人”，多种生物发源

和生存于此。四川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

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质运动复杂，产生过攀

西大裂谷，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形成了许多地貌

特征。 

杜钢建教授等推动的“人类文明起源于湖南

热”，与巴蜀远古文明及中华各民族人，“本是来

自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那里的河流和堰塞湖因

大地震溃坝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其远古山寨城

邦海洋文明和远古联合国”不矛盾----杜钢建教授

说：“从历史文物看，关于有巢氏记载的历史文物

有四川绵阳地区盐亭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龟碑。

该碑相传是禹王时期所立的盘古王表石碑”----杜钢

建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揭示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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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也推翻了 20世纪考古发现

所带来的判断，即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

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天

府学”的《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初探》赞成谢

维扬教授的《21 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

题》中说：中国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

要问题上建立起公认的解释的基础，这需要新世纪

的古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

拉雅山西部海拔 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

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

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

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

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

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

功的冰期动物之一。由此的贡嘎山视角是：人类进

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

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

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

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

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

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

“贡嘎山雪人”约 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

约 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

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何拔儒先生出生

在四川盐亭县。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

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

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

《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 8000

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

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

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

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

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

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

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

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

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

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

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

起源”的中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

明，有没有形成原始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斯克兰顿

《物理学家多贡人》中的解读方法，提供了新的视

角。例如，斯克兰顿说：“过去也没有一个人类学

家会去把一个简单的部落涂鸦和神秘的科学图表进

行比较。但是当这样的比较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发

现二者令人惊奇的相似”。斯克兰顿对多贡文化研

究提供的模板，正好供我们去理解非洲多贡人与四

川贡嘠山“雪人”的现在品种繁多的现代人类学、

考古学、科学之间的联系。因为在远古，嫘祖发明

“丝绸”和开辟“丝绸之路”类似“高科技”----

多贡人物理的贡嘎山解读比较----如果我们不怀疑

原始的非洲多贡人有“高科技”的需要----因为最基

础物理、数学原理，是不分时间、空间、物质、能

量，逻辑也都能成立，是一种抽象思维“智力”，

更是自然运动的组合，不然宇宙也不会诞生出“人”

这种复杂的东西。在《被禁止的科学》书中，斯克

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解读多贡人的许多物理

学的例子和方法，都可以联系华夏上古文明和新中

国解放后 70年来的事情，作比较学解读。例如，斯

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后半部分，抬出国际

主流前沿科学的“弦理论”来作评判标准，这使我

们之间获得有了一个共同的比较基础----丝绸也类

型“弦”。 

斯克兰顿在《物理学家多贡人》中说得很清楚：

“弦理论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时走在了科学研究的

最前沿。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些微

小的一维闭合圈，即闭弦，这些闭弦像橡皮筋一样

按不同速度在振动。这些振动反过来就形成了不同

类型的量子力和基本粒子……根据弦理论，能量弦

的一个功能就是产生粒子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重

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在每年一次

的宗教仪式上，多贡人会在地上画一个图形用来代

表阿玛神的 266个种子或者符号。这个图形由一个

大圈和大圈里面的一个小圈所构成。在这两个圈之

间的空间里画满了一系列的曲线……这个完成的图

形和现代科学所画的量子弦的一种典型的振动模式

图非常相似”。由于我们不是国家主体或国际主体

的科学家，而是在没有科研经费和弦论专业培训下

的社会基层，坚持业余自学走上独立研究弦论的道

路的。所以我们类似是一个“多贡人”或“贡嘎山”

多贡人，研究丝绸“弦论”----非洲多贡人生活在马

里中部高原尼日尔河的一条近 200公里长的有河湾

的大峡谷；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思维》书中认为：

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一种与现代人类思维一样具有逻

辑性、抽象性和富于理智的思维方式，有其存在价

值和理由。即原始人类也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的能

力，例如多贡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很强，多贡人弦

学的思想体系要比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民族来得更

为抽象，而连接古今一带一路。 

数年前由四位顶尖学者倾十年之功完成的六

卷本《哈佛中国史》----无论这部被认为代表了“新

史学”中国史研究世界水平的著作取得了多高的学

术成就，获得了多少赞誉，被多少名牌大学当作教

科书，它的先天缺陷却是如此的显而易见----秦汉不

是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夏商周才是；秦汉之

于中国，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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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时

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

汉是第二次；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

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

的，这不是历史----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秦

汉建立的也是“天下国家”，都不是普通王国或帝

国，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的也是必然的产

物。而整套“天下”体系和政治结构，则是周初的

创造，并经过周朝八百年，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

三大历史进程的反复糅合塑造，最终才孕育出现代

化的“天下国家”秦和汉。 

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重大事实，周朝初

期形成的“德治天下”和“协和万邦”伟大理想，

直到今天的现代世界还远远没能实现。三千年来谁

著史？三千年前谁领先？为什么故意无视呢？将中

华文明中的秦汉对应西方文明中的古希腊古罗马，

同称“古典时代”，表面上看似乎也算一种学说，

但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在中华

这边，秦汉距今只有 2000多年，原本的 5000年文

明史被一下子截掉了 3000年，少了一大半；在西方

那边，古希腊古罗马本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在内的古

代地中海社会一部分，一旦被并入了所谓“西方文

明”，原本只有 1500年文明史的西北欧社会又接上

了另一个社会的 1500年历史，最后结果，好像西方

文明史比中华文明史还要悠久，还要连续！对于西

方学者明显属于“西方中心论”和“现代中心论”

双重错乱的问题，实际上没必要再平等讨论，只能

彻底扬弃。环顾中国历史研究领域里西方学术霸权

留下的一个个“精神殖民地”废墟，中国学者还有

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要做。 

欧美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就是运用基于近现

代欧洲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型，研究中国历

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并使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进

行相互对照，试图找出为什么中国的秦朝实现了统

一，而欧洲始终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关于这项研

究，出了不少学术成果，有人强调地理因素，有人

强调文化因素，有人强调支配和制衡或进攻和防御

的平衡因素，但都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美国

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 2008年完成的《战

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一书，代表了欧美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前沿。

该书基于如下基本假设：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近

现代欧洲在很多方面有相似性——起源于一个由许

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有着频繁的战争，经历了

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有一个弱肉强

食的国际秩序等，因此可以运用比较历史学、以国

际关系理论和行为主体性为核心的理论方法进行对

比研究。 

研究的结果是：之所以近代欧洲的历史演进形

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

是因为春秋战国中的列国采取了“自强型改革”和

“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而欧洲国家却都采取了

“自弱型权宜措施”的对应和相对“笨拙的”外交

策略，所以前者的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最终迎来

了秦国的统一，而后者则由于“实施‘自强型改革’

之晚和推行‘自弱型权宜措施’之早，继续使欧洲

偏离强制型轨道”，而失去了武力统一的机会----

不能说该书中使用的“竞争性逻辑的动力学”理论

模型不学术，长达 42页的中西文参考文献目录令人

肃然，书中也不乏精彩论述和深刻洞见，但总体上，

这项研究却又是双重错乱的典型。由于“西方中心

论”立场，作者将不具备对称性的中国春秋战国与

近代早期西方两者硬塞进比较历史学的对称性案例

研究框架当中，于是不得不忽略大量的差异性，勉

强求得一个简化对比中的简化结论。又由于“现代

中心论”立场，作者实际上是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的框架下来分析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完全丧

失了历史感。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如果不改变中

国历史研究中的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哪一种“新

史学”，都是死胡同，出来的研究成果也都是误人

误己。 

自周朝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天下国家”，与

普通国家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所以，在涉及中国历

史上各种重大的国家问题时，不能简化到与普通国

家相提并论。由于“天下国家”数千年历史有一个

“平天下”的“总事业”贯穿始终，而且取得了很

大的“总成绩”----“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存续和发

展、“广土巨族”的形成----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在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独特性。例如，

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个历史之谜的中华政商关系，

就需要在“平天下”的事业中破解，而且会发现其

独特性的根源深藏在三千年前的商周之变当中。《吕

氏春秋》曰：“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又曰：

“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

家皆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3] 即是说，“平

天下”的事业，在于通过“天下为公”实现全天下

范围内的安国、安家、安身。 

周朝初期，以政治单位的层级结构和政治伦理

的礼乐制度为核心，周王室（宗主国）为顶级，封

国和服国（诸侯国）为第二级，士大夫采邑（贵族

领地）为第三级，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内含天下结

构的“天下国家”。然而，尽管是一个极具创新性

的制度设计，细密而严谨，繁复而有序，“郁郁乎

文哉”，却还是太超前于当时的时代了。管仲曰：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

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

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老子曰：“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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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天下国家”是一个整体秩序，这个秩序

对全天下每个政治单位包括每个人都是有要求的，

必须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可以自行其是。很显

然，这太理想化，只在非常完整的、成熟的“天下”

型定居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事实上，周朝初期的天下，还远远不是一个完

整的、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甚至大部分地

区都还属于化外之地。化外之地渐次开化，先后融

入定居文明区，最终合并成为“天下国家”的组成

部分，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完成的。70 年对话

5000年，今天回看春秋战国时期这段对于中华文明

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会发现这五百多年并

不是一个简单的过渡期，也不是诸侯称王称霸故事、

诸子百家争鸣故事等流传至今的历史典故所能概括

的。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并行地贯穿着三大历

史进程，而正是这三大历史进程的先后完成，才共

同促成了秦朝的统一和秦汉帝国的建立。 

第一个进程是国家的兼并和集中，数百个林立

的小邦国，合并成为了七个大国，最终又统一成为

了一个超大国家。周初封建，“兼制天下，立七十

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但这七十一个分封国，

其实只是当时全天下邦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按

《逸周书》的说法，在封国之外， “凡服国六百五

十有二”。关于这些臣服于周朝的前殷商小邦国，

或者就是小部落，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录，人们只

知道周朝历史到了《春秋》记事的时代（隐公元年

至哀公十四年），只剩下十几个方圆数百里乃至数

千里的大国存世，绝大多数小邦国或部落都在过去

的几百年里被兼并融合了。再到战国时代，又完成

了一轮大淘汰，只剩下了七个更大的国家。从七百

多到七个，集中度 99%，这是在干什么呢？如此剧

烈的兼并融合，其历史意义是什么呢？ 

小国被大国吞并、国家数量越来越少的兼并集

中进程，世界历史上不乏其例，也最容易纳入现代

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加以解释。例如查尔斯·蒂利

的“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创造国家”的民族国家理

论等。但是，如果只看到国家，甚至将春秋战国时

期的各诸侯国简单理解为相当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中的行为主体，就不能真正理解其历史本质和意义。

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春秋战国诸侯国的特殊

性在于，它们虽然都已是典型的领土国家，但是在

观念意识中，“天下”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

群雄割据的所有领土国家的总和。因此，每个诸侯

国都天生自带复兴天下的使命，各国君主都被告诫

其言行要取信于天下，通过施行仁义“天下可运诸

掌”。所以，就其本质而言，每个诸侯国都是在周

初“天下国家”解体之后进入了“据乱世”阶段但

仍然怀抱“太平世”理想的一个小型“天下国家”。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是带有方向性

的，国家的兼并和集中也隐含了某种目的性，并不

是只服从于丛林规则。到了战国晚期，七国无一不

建政府、定法制、备官守、设郡县，本质上已属于

同一种制度甚至同一种风俗文化的“现代国家”，

相比周初时参差多态、类别不知凡几的七、八百个

邦国部落，已经高度发达，既不属于同一类别，也

非处在同一水平。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有一个

“战争创造国家”的进程贯穿始终，但这八百年却

是“天下国家”从早熟到成熟、从理想到现实的一

个具有自身演化逻辑的阶段性历史运动。而无论是

欧洲近代早期，还是当代世界体系，并没有 “天下

国家”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与春秋战国不可同日而

语。第二个进程，是散布于东亚大陆的众多蛮夷戎

狄族群大规模同化融入华夏族群。 

周初封建，在山东北封齐太公，南封鲁周公，

开始有了齐国和鲁国。但齐国和鲁国所在地区的原

住民分别是莱夷和东夷，再往南的淮水流域还有淮

夷，在建国早期，新移民与原住民相互争地，杀伐

不断。所以，齐鲁两国的发展壮大过程，同时就是

夷人被同化的过程。及至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

夷、救燕国灭山戎那个时期，齐国内部的族群同化

融合应早已完成。 

晋国始祖是成王幼弟叔虞，始封于河汾以东的

太原，该地的原住民是“群狄”，即商周时的猃狁、

鬼方、鲜虞及后世的丁零、敕勒、铁勒、突厥等。

《诗经·六月》所记周宣王遣尹吉甫“薄伐猃狁，

至于太原”，《左传·昭公十五年》所记晋大夫籍

谈有言“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

灵不及，拜戎不暇”等，即反映了晋初周人农民与

游牧戎狄错居杂处、互有攻伐的情况。及至鲁庄公

十六年曲沃武公为晋侯时，“谓晋人曰：‘与我伐

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晋献

公时号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11]，大量的

狄人部落如皋落氏、骊戎、耿、蒲、屈等，都在这

一时期先后被灭国。再说秦国。与周人东进的方向

正好相反，原属东夷居于曲阜的秦人，在商朝末年

从山东穿越中原来到西北，取了周人故地。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秦人赢姓，

始祖是东夷白帝。西迁时，赢姓的一支去了山西，

成了后来的赵国；另一支去了甘肃和陕西，就是后

来为周孝王养马，并“分土为附庸”的秦赢。秦仲

被封为西陲大夫，为周王室“保西陲”，岁岁攻伐，

到秦文公五世中有三君死于戎难，历时四百余年与

西戎混居杂处，相互融合。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西

戎整体即已全部被秦、晋、赵等国同化。《后汉书》

中所记的西戎，只剩青海诸羌。楚国更不必说，连

是否正宗的黄帝世系都大可怀疑，所谓帝颛顼之后、

唐祝融之后、夏昆吾之后、殷彭祖之后、周始祖曰

熊绎等各种认祖归宗都是自称的，无法考证，总之



 Academia Arena 2019;11(5)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78 

与中原族姓世系有别。建国之后，在南方不断融合

百濮百越“群蛮”，在中原则将汉阳一带周初姬姓

诸封国吞并殆尽。经过数百年同化融合，无论从种

族上还是文化上讲，楚国整体上还是更接近于荆蛮。

也是到了齐桓公称霸的时期，楚国崛起成为大国之

一。 

所以，若以齐桓公的霸业高峰时期为阶段标

志，如公元前 664年率大军灭山戎孤竹之年，此时

距周初分封诸侯过了大约三个半世纪。总体上看，

这一时期的齐和晋，是中原对外扩张消灭戎狄，而

秦和楚，则是蛮夷向内同化融入中原。最终的结果

是一样的，都是华夏族的扩张和对蛮夷戎狄的同化。

第三个进程，与种族融合进程相一致且更为本质的

一个进程，就是定居文明区域的同步扩大。一些学

者认为，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并非是种族上

的，而是由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如拉铁摩尔，

他的“移置理论”认为，在北方草原地带过着游牧

生活的戎狄部落，实际上是被很早就居住在农牧交

界线附近的边缘人口“推动”出来的，是定居的农

耕社会人口和土地不断扩张的结果。也就是说，这

些戎狄部落不过就是当初边缘人口中那一部分更能

适应大草原自然环境的人群而已，种族上并没有根

本的差别。《史记》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

苗裔也，曰淳维。”也是一个佐证。 

周朝以迁居到岐下周原的周人氏族为文明主

干，周人继承后稷、公刘的稼穑传统，推进农耕，

发展农业，所以，当开始实施“封建亲戚，以藩屏

周”的武装殖民政策后，基于农业经济的定居文明

就在一个很短时期同步扩大到了各地边疆。这应该

是在那个历史时期最大的一次定居文明圈的扩展。

七十一个诸侯国，就是七十一个定居文明核心区，

这应该没有问题。然而，农民集团在全天下范围内

进行武装垦殖，这一战略性扩张行动的另一面，必

然是对于全天下先前的采集者、狩猎者、放牧者部

落领地的战略性抢占和掠夺。对于采集者、狩猎者、

放牧者们来说，原本自由自在、居无定所、四处游

走的生活，变成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居住下来，每

日在一片固定的田地里耕种，或在一座固定的房子

里缫丝织布的生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转化。 

蛮夷戎狄融入华夏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这个

转变过程，并无其他。因为一旦定居下来，从事重

复的农耕和养殖生产活动，就是一整套的新道德和

新风俗，文明发展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城市开始出

现，成为定居文明的主要标志。反映在汉字上，“國”

与“野”相对，《说文》段注：“歫國百里曰郊”，

“郊外謂之野”；而“文”也与“野”相对，《论

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中的

含义是，只有武装边界之内的國才有定居文明，而

边界之外的野，既可以是农耕也可以是游牧或游猎，

处于荒蛮世界。分封初期，最靠近“天下之中”的

鲁、卫、宋、郑、陈、蔡各国，或是先王故都，或

是文物重地，历经数百上千年文化浸润涵养，已成

华夏族的人文渊薮所在，声教衣冠名区。相对于晋

楚齐秦燕吴越等边疆国家，在这些中原小国里见不

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各部落，也没有“被

发左袵”、“断发文身”等风俗，文化上都是“君

子国”，血统上都属“正宗”，也就是农耕定居文

明的核心区。 

但是，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历史大势，却是文化

高人一等的定居文明核心区注定被半开化的边疆大

国先后灭国。晋楚中原争霸、齐秦东西二帝，核心

区的老贵族国家都先后成了大国霸政的牺牲品。如

果抛开国家的表象，仅从蛮夷戎狄被同化并转入农

耕定居生活方式的先后顺序上看，其规律即表现为：

率先转入定居的地区一定会出现文化和经济上的昌

盛，但尚武精神也迅速消失，国力随之衰落，随着

晚近转入定居的地区在四周崛起，国力增强，前者

终将被后者征服吞并。这一可以被简要归纳为“早

定居者衰，晚定居者胜”的规律，不仅只出现在春

秋战国时期，实际上贯穿于全部人类文明史。从古

埃及古苏美尔覆灭到雅利安征服古印度，从古罗马

帝国亡于北方蛮族到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东

胡女真入主中原到欧美列强统治全球，各文明历史

概莫能外。综合以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无与伦比之

处在于，这五百年里包含了国家的兼并集中、种族

的同化融合以及定居文明区域的层层扩大这三大历

史进程。而秦朝大一统的实现，世界上第一个现代

国家的建立，则是这三大历史进程共同的结果。 

最终，通过这三种历史进程为大一统国家的建

立创造了最佳条件，并在“早定居者衰，晚定居者

胜”历史规律的作用下经过上千次战争决出了秦国

这个“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 [17]的终极胜利

者，天降大任于斯人，由它一举完成了大一统历史

使命，重建了周初开创的“天下国家”。70年对话

5000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春秋战国时期

这些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在整个世界

的文明史上，不仅在当时是空前的，直到今天也还

是绝后的。翻遍世界历史，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

比的时期。 

西方学者看中国，一直都有很多难解之谜，甚

至研究越多，谜团反而越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本不是因为中国问题有多神秘、多难懂，归根结底

还是西方学者自身的问题。概言之就是两大先天缺

陷：一个是老毛病，就是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论”

立场，用西方文明做标准评判其他文明；另一个可

以叫做不由自主的“现代中心论”立场，用现代社

会做标准评判古代社会。进一步讲，这两个先天缺

陷是一病二症，因为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历



 Academia Arena 2019;11(5)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79 

史的现代文明，其巅峰只出现在近代之后，所以偏

于“西方中心论”也必然同时偏于“现代中心论”。

结果就是，大多数的西方学者，既不能很好地理解

其他文明，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历史，两个偏向

叠加之后表现为：在面对最具历史特性的中华文明

时完全混乱，就像是带着一副近视眼镜遥望高山大

川，怎么看也是模糊一片。 

何为基本的出发点？既然世人公认，只有中华

文明是唯一从最初的原生文明延续发展至今没有中

断的文明，那么理所当然，也只有中华文明最适合

当作一种标准，用来对比其他文明，进行各种衡量，

并描述出人类文明史的一般发展规律。在这个标准

中，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就是：它是“天

下”型定居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一独特

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夏商两代是“天下”型定

居文明的成型阶段，周朝八百年是封建制“天下国

家”发展阶段，从秦朝开始是郡县制“天下国家”

发展阶段。按唐代柳宗元的看法，在制度演进上，

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为势所必然，也是“公之大”之

后的自然结果。从“势不可”到“势之来”，从“私

天下”到“公天下”，从周事“失在于制，不在于

政”到秦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归根结底，

这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自有的制度演进逻辑，只

有中国人自己看得清楚。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中心

论”历史观的干扰，今天的中国学人断不该连唐代

古人那点见识都没有。 

从柳宗元到现在，中华的“天下”型定居文明

又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演化了 1200年，并成功汇入

了全球化时代。立足于当下世界回看从“势不可”

到“势之来”、从“私天下”到“公天下”的历史

发展大势，难道不是来到了“世界之所以革之者，

其为制，公之大者也”的新时代了吗？而包括了整

个国际社会的“公之大”，不正是中国提出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吗？从周初的“天下国家”，到今

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属于“天下”型定

居文明的三千年演进脉络，不是从《圣经》叙事到

“现代性”这个西方文明演进脉络，两者在“公天

下”大势还是“私天下”大势的区别中泾渭分明。

其实，反观西方文明，无论是真实的 1500年，还是

虚假的 3000年，都没有经历过“天下”型定居文明

的自发演进历史，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全球的“天下”

时代为全人类指出共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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