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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5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怎么判断文明是否形成？判断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

系到判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形成的时间以及中华文明历史究竟有多么悠久等一系列关键问

题。

当前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志是“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
市。这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但是，世界上不乏并非同时具

备“三要素”的文明，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是文明社会，其特点十分鲜明，但该文明就没
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可见，这“三要素”并
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

系统认识，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其学术意见也往往被西方学术界忽视。“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根据对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
自己的特殊规律，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准：生产力获得发

展，出现社会分工；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

城市；出现区域性政体——国家。

以上几个特征，并不包括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文明为基础所总结的、西方学术界常用

的“三要素”中的两条文明判断标准，即文字和冶金术。这种差别，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埃及文
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说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

特殊性的一面。

良渚文明就是实证。几代考古学家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证实：良渚古城的年代为距今5100年
到4300年，良渚先民们在5000多年前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良渚文化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已经较为发达。良渚文化的手工业技术已比较发达且

趋于专业化，玉石制作、制陶、丝麻纺织等都达到较高水平。良渚古城内城的城墙墙基宽达40
米到60米，工程量非常巨大。在城址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修建了由多条水坝组成的规模庞
大、结构完整的水利系统。这充分表明，位于良渚社会顶层的权贵阶层拥有高度的规划能力和

社会动员能力。除了良渚古城，在太湖东南岸的长江下游地区，分布着兴化蒋庄、昆山赵陵

山、上海福泉山等良渚文化的大型遗址。这些地方与良渚古城具有相同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

和祭祀体系、社会结构和资源调配模式。当时，已经形成以都城（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多

个次中心、中型聚落和小型聚落构成的四级金字塔式层级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了掌

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王，及其统治下的较为稳定的行政控制区域。这实际上就是最

初的国家。

综上所述，距今5000年前后，以良渚社会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中
华5000多年文明不是只有良渚文明这一个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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