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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坚

秦文化的天下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

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

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

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天下”是中华传

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蕴含了“天下一统”“天

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等哲学思想。这

一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萌芽于夏商西周三代，

成形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晚期，秦人胸怀天下，

励精图治，经过秦孝公至秦王嬴政七代人的努力，

统一六国，成就帝业，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

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新阶段。

天下观的形成

“天下”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即所谓

“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诗·小雅·北山》又说：“溥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以

降，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四夷内侵，中原华夏族民

族意识空前高涨。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打着周

天子的旗号号令诸夏，欲“霸诸侯，一匡天下”。孔

子作《春秋》主张天下一统，强调夷夏之辨首先在文

化，而且夷夏可以互变。进入战国时期，思想家们

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夷一统的新路径，天下一统

理论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成书的儒家经典和诸子

学说中，《周礼》主张政治上建立强大的一统王朝；

《管子》《礼记》提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中国

诸侯“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观念；《尚书·禹贡》设计

出理想中天下一统的“九州”说和“五服”说；孟子

提倡仁政和王道，主张大国“王”天下，强调“用夏

变夷”；荀子更是提出了“一天下”；《墨子·尚同》提

出“一同天下”；《庄子·天道》主张“一心定而王天

下”。天下一统与进化的历史观有机结合，标志着

天下一统理论业已系统化，并对秦汉大一统政治实

践产生积极影响。

在诸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中，天下一统已形成基

本共识，并且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圣王明主共同

而一贯的追求。天下一统既是中国早期历史发展

的必然趋势，也是周秦之际社会上下共同的政治诉

求，成为人们国家观念的基本认知信条。

天下观的秦国实践

秦人以天下一统为己任，通过商鞅变法确立以

法家学说为治国理论。采取推行县制、迁都咸阳等

措施，打破了陈旧的政治生态，为君主专制和政令

畅通奠定了基础；经济和军事上通过农战政策、军

功授爵的实行，使富国强兵大见成效；在用人上不

拘一格，广纳六国贤能之士，形成布衣将相竞相效

命国家的局面，为变法图强提供了人才保障。奖励

耕战和移风易俗的推行，收到了“民勇于公战，怯于

私斗，乡邑大治”的良好效果。变法“行之十年，秦

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变法推

动了秦文化转型，转型后的秦文化既保持了意志坚

定、功利进取、开放包容、尚武坚毅、富于创新等文

化特质，又具有了崇法重刑、耕战为本、军功授爵和

实用功利的新特点。秦王嬴政在天下一统学说和

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杂糅法、道、阴阳五行、神仙家

等思想，以其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创造性运用于

统一战争和秦王朝的制度构建，“奋六世之余烈”，

仅十余年就扫灭六合，一统天下，结束春秋以来长

达五百多年列国争霸、战乱纷争的动荡局面。为了

巩固王朝根基，秦始皇通过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

度、郡县制度以及实行法制等政治措施，统一度量

衡和车同轨等经济措施，改革家庭制度和编户制度

等社会管理措施，书同文、行同伦和匡饬异俗等文

化措施，南开五岭设三郡、北击胡貊修长城、移民实

边等军事措施，实行华夷一体的民族融合政策等，

创建和确立了一整套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

国家制度，并构建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

同的根基，从而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

秦王朝的建立，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不仅承上

启下，而且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秦国的统一进

程，并非商灭夏、周代商那样的朝代更替，而是一次

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国家再造，是一次上自

君王、下至百姓对组织管理机制改造、社会阶层建

构和社会运行模式创新基础上的国家重建。此后，

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不论统一政权还是分裂政

权，或者少数民族政权，对入主中原和正统的追求，

都是天下一统传统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

从此，视天下一统为常态，分裂、动荡为非常态，成

为国人评价历代王朝得失和历史走向的基本标准。

天下观的历史启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秦人、秦国、秦王朝

虽然都成为过往，但秦人及其秦文化却为我们留下

了丰厚的文化遗存和精神财富。秦人何以能够在

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终结动荡纷争的旧时代，开

创天下一统的新时代？一般而言，追求统一的政治

抱负，积极进取的先进文化，顽强拼搏的民族性格，

始终重视军事实力，比较彻底的变法改革等，无疑

是助其成功的主要因素。但从更深层而论，还有以

下三点至为关键。

一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

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失理想信念。从秦人建国之际

秦襄公僭越礼制，以天子之礼设畤祭天，到秦穆公

以“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自居，从秦武王举鼎

绝膑到秦王嬴政伏六王而定天下，历代秦人问鼎中

原、一统天下之志坚定不移、一脉相承，他们咬定青

山不放松，聚沙成塔、久久为功，最终走到了历史舞

台的中央。

二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秦文化具有鲜

明的特色和优秀的特质，其特色和优势来自秦人宏

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进取的精神和创新的意

识。在秦文化中，对周文化的继承无疑是其主体成

分，但在秦国社会，并未因此而受周礼束缚趋于保

守，如血缘宗族和世袭贵族对秦国政治的影响远较

东方六国为弱，故以地缘为主的郡县制在秦国、秦

王朝得以推行。再如后起的秦人虽然在文化上并

没有产生像东方六国那样的大思想家和重要的学

术流派，却在重用六国人才并将新的思想文化创造

性运用于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实践上，不仅

非常成功，而且遥遥领先。究其根本，就在于秦国

形成了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文化观，由此确立了

其文化始终能够趋向先进的优势地位。

三是坚持富国强兵之道。一个国家、民族的发

展和兴盛，既需要正确的道路方向选择和先进的治

国理念引领，也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两者缺一不

可。秦国在致力发展和崛起中，始终重视经济发展

和技术应用，兴修水利，推广铁器、牛耕，以农为

本，奖励耕战，是秦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有力支

撑。特别是到战国后期，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四川

盆地三大经济区秦国独占其二，而且还拥有陇右等

西北战马基地，其国力已远超东方六国。可见，国

力雄厚、兵强马壮是秦国实现和巩固天下一统的根

本物质基础。

纵观人类历史，几千年间，曾出现过不少地域

辽阔、辉煌一时的大帝国，但从波斯帝国到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从古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在各领风

骚数百年之后，无不消亡解体为单一民族的普通

国家。唯有秦王朝在国家、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

所奠基的古老中国，虽历经分裂与动荡，饱受侵略

与宰割，却一次次浴火重生，走向复兴，与天地同

在，同日月永光，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历史上

先进的天下一统国家理念和秦文化所奠定的天下

一统文化的意义及价值正在于此。

当前，我们正在阔步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新征程，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新起点上，在全国上下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伟事业中，需要我们

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往开来、奠定天

下一统基础的秦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既是富矿，也亟待开发。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7月6日6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秦文化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之

一，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人从偏西一

隅的附庸之民稳扎稳打、步步东进，从部族到国家再

到帝国，融汇了商、周、西戎、北方以及西方文明的进

步因素并创新发展，秦的制度和文明被汉代承续，泽

被后世。秦汉文明奠基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框架，形成

了我们延续二千多年的文化基因，影响力最强，辐射

最广。秦文化研究是阐释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的

重要手段和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具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

称为四大文明古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三大文明

古国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弭，只有中国文明一直

没有中断，延续至今，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

这样，除去中国文明本身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因

素就是秦所实现的大一统。秦的大一统不仅是我国

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疆域统一，还实现了文字、货币等

文化、经济的大统一，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了中华民族

的认同感，“华夏族”成为先秦统一的称谓。统一的文

化使后世得以继承发展，民族的认同使得国家凝聚力

增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延续的重要内因。

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多民族伟大国

家的土地上，从史前聚落到历代都城，从帝王陵墓到一

般墓葬，保存至今的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不计其数。

甲骨文、彩陶、青铜器、瓷器、兵马俑、长城见证了中华

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和勤劳的

结晶。它们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科学技

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成就，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历

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它们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

化源泉，也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在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秦帝国虽然短

暂，但却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秦帝国建立

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其所创立的

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郡县制度，以及车同轨、书同文等

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汉帝国所继承，并在中国历史

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汉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的主

体——汉民族最终形成，并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

空前加强。然而，秦帝国只是秦历史发展中的最后阶

段，秦帝国的诞生同样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

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秦族早在夏商时期就

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西周时期已经建立了部族方国，

东周初年被封为诸侯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壮大，至

公元前 221 年终于剪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

家的发展经历了古族、古国、方国和帝国的四个阶段，

而秦族、秦古国、秦诸侯国、秦帝国的历史正提供了这

样一条完整的不可多见的发展链条。因此，秦族、秦

国历史、秦文化对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可见，欲要读懂中华文明史，就必须研究秦

的文明，欲要认识秦文明，就必须对秦族、秦国历史、

秦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考古重

大发现，使得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秦兵马俑博物馆、万里长城接待的国

内外观众数以千万计，秦物质文化走向世界，先后在

许多国家展出，使得全世界人民对中国古代文明所取

得的辉煌成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也更多地了解了

现今中国。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长城只是秦国悠久

文明的一个片段，而考古发现揭示，除秦始皇陵及兵

马俑、长城外，秦的考古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如甘肃礼

县大堡子山遗址、礼县西山遗址、清水李崖秦墓、陕西

凤翔秦公大墓、秦都雍城、秦都咸阳等，无不展现着秦

文明的辉煌。总之，秦族、秦史、秦文化研究不仅对解

读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亦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

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

生命力。”诚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中

原不断吸收和融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过

程。又是各民族、各文化相互交流，不断融合的自然

结果，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华夏文化

正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中

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古代文明不仅包括中原地区华

夏文化，还包括历代周边地区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

离开了周边各民族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是不

完整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西戎文化正是先秦两汉时

期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创造使用，并遗留下来的，是

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秦崛起于西戎之地，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

程度的戎狄性。早期秦文化的某些因素，很可能来自

西戎，或者以西戎为媒介而来。比如屈肢葬，对金器

的喜好，铁器的传入，动物纹样，短剑的使用，壁龛等

等。晚期秦文化的某些因素，也来自与之毗邻的西戎

文化。如洞室墓在战国中晚期秦墓中广泛流行，追根

溯源，应来自于陇山西侧的西戎文化。而这种墓形又

通过秦文化影响到汉文化，并最终流传下来。总之，

秦文化的特性与中华文明十分契合，探索中华文明决

不能绕开秦文化的研究。

（作者系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省政协秦

文化课题组成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我

们从秦文化及其特质的形成中，可以深刻地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秦人之所以能从西周

的边缘小族，数十代人发奋图强，扫灭“六合”，天下

一统，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秦帝国，关键在于秦人孕

育发展了与时俱进、海纳百川并具有自身特质的秦

文化。这种优秀的文化特质引领秦人战胜千难万

险、最终实现了崛起和统一天下。

一、注重学习、善于学习

嬴秦族群自登上历史舞台，就善于从观察探索

中获取知识，从学习中汲取前进力量，引领族人在两

度跌落深渊而浴火重生。秦人远祖伯益带领族人在

佐禹治水中深入观察山水走势，把握山泽河流的运

行规律，进而因势利导。还因辅佐禹治水功绩卓著，

受到舜的赞赏。他们还善于观察鸟兽习性，佐舜调

驯鸟兽，探索家庭驯养，让牛马驯服。禹子启夺天子

位，伯益被杀，族人四处流散。为了生存发展，学习

驾车技术，始有费昌为商汤御，孟戏、中衍为商太戊

御，造父为周穆王御。到西周时期，秦人先祖非子养

马时就注意学习、总结疫病防治，使“马大蕃息”，获

周孝王“分土为附庸”。秦人自襄公建国后，更加主

动学习周文化、西戎文化、诸侯文化，创造了博采众

长、兼收并蓄的秦文化。比如，军事上，向匈奴学习

骑战技术，建立了骑兵制度，秦穆公时大规模设置精

骑兵。向戎狄学习，培育了刚健勇敢的尚武精神和

质朴坚毅的民族性格。向诸侯国学习发展商品经

济，出现了乌氏倮和巴寡妇清等富商大贾，形成了咸

阳、栎阳、雍城等空前繁华的城市，实现了“故关中之

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

居其六。”

二、敢于创新、勇于变革

伯益及其族人佐禹治水过程中，汲取禹父鲧治

水的教训，新创治水思路，采取疏导方式，“掘地而

注之海”，治水获得成功。伯益在治水掘地过程中，

发现地下渗水规律，“伯益作井”，发明了技术更加

成熟的“井”。非子在陇右养马，不仅探索创新识

马、养马、训马、医马等知识技能，还发现“秦”这种

优质牧草并掌握了定期让马饮用含盐泉水有助健

壮的秘密，获得周孝王赏识，从此改变了族群奴隶

地位。秦人立国后，偏处陇右，国力孱弱，“诸侯卑

秦、丑莫大焉”。秦孝公为了化解灭国危机，昭告天

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

土。”于是有卫鞅入秦，商鞅主张“变古”“反古”，反

对“法古”“循古”，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

军功爵制度，废除井田制，奖励耕战，走上全面系统

改革创新图强之路。随着国力上升、疆域扩大，为

了有效管理帝国，秦国没有简单模仿夏商周三代官

制和分封制，而是逐步探索完善了以三公九卿为核

心的中央统治机构和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地方统治

机构，为最终战胜六国、缔造“大一统”多民族国家

提供了政治保障。

三、尊重人才、重视技术

秦人奉玄鸟为祖先，“敬天法祖”，形成了祭祀对

象多杂的信仰祭祀体系。尽管秦人祭拜鬼神，但并

不迷信鬼神。在春秋战国大争之世，秦人深刻地认

识到只有尊重人才、重视技术、信奉实力，才能存社

稷、保国家。秦人认为“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

必兴”，反对任用“《诗》《书》、礼、乐、善、修、仁、廉、

辩、慧”十种人，大举招徕各类治世能人，用人唯

才，用其所长，使秦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

方面杰出人才不断涌现，像商鞅、百里奚、蹇叔、由

余、尉缭、李斯、王翦、白起、司马错、张仪等治世良

才效命于秦，国家实力持续增强。秦昭王任命水利

专家李冰为蜀郡守，建成都江堰水利工程，让秦国

得到了盛产粮食和“铜、铁、竹、木”等战略物资的

宝地。秦王政任用水利专家郑国，建成郑国渠，使

关中成为秦国粮仓。秦国奖励耕牛生产和以优惠

条件向农户提供铁制农具，使得秦国农业生产效

率大幅提高，“粟如丘山”。秦国招揽六国工匠，制

造了比其他诸侯国更长的矛和更长的剑，制造出

比六国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杀伤力更大的秦弩

机，使秦军军事装备远超六国。到战国后期，秦国

完全做到了足粮足兵，“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

骑万匹，积粟如丘山”，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碾压六

国。

四、崇尚法治、遵守规矩

伯益在率领部族治水时，就注重通过法度和规

矩管理治水队伍。大禹即帝位时，伯益提醒他不要

破坏法规制度，“罔失法度”。嬴姓族人保商反周失

败，被迁徙到陇右边陲，与西戎争夺生存空间，严酷

的生存环境让他们更加注重团队力量、更加注重纪

律规矩。因此，注重法度、遵守规矩成为秦人因袭相

沿的文化传统。从襄公建国到秦亡，30余位国君执

政有长有短、成就有大有小，基本都遵循依“法”而治

而不是依“礼”而治。到秦孝公推行商鞅变法，强调

“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

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因太子犯法就连

太子老师公子虔都受到割鼻惩罚。尊法重法的文化

传统，让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成功，“行之十年, 秦

民大悦。道不拾遗, 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

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成为“兵革大强，诸

侯畏惧”的强国。变法成功，推动“治道运行，诸产得

宜，皆有法式”，让中央集权制度威力充分发挥，更好

抟民力、促耕战，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量同

衡、币同形，推动构建了具有很强包容性和凝聚力的

秦帝国。

以上说明，秦人能够不断奋进崛起并最终统一中

国，具有历史必然性，有深厚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

这也充分说明秦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和强

大的生命力，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注入了源头活水，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学习、反思、汲取，不断增强历史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并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执笔：刘兴旺，省政协研究室综合处处长）

秦文化的优秀特质

秦文化研究对中国
古代文明的重要意义

□ 侯红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