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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创世

混沌未开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生活的世界从哪里来？
今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最初是如

何开始的？

我们所在的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作为中国人，我们何以成为我们？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诗人
屈原就以一首长诗提出了这些《天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
由考之？”

同样这些问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又
被无数人追问过无数次。

我们的祖先用神话表达了自己的
思考。

混沌是中国古人想象的宇宙之初。
混沌是什么？

或许就像一团气。
无序无形，无穷无尽。包容一切，却

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如果一定要比拟，混沌或许类似现

代科学所说的黑洞。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之神。
在中国神话里，盘古是打破混沌的神。

传说中，盘古沉睡了一万八千年。

盘古开天
没有任何解释的世界只能是黑暗

的，混沌的。
盘古睁开眼睛那一刻，就是一切裂

变的起点。
中国人想象出盘古，完成了对最宏

观的世界秩序的第一道解释。

秩序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极为重大，
本质上它是对万事万物的解释。

为了从混沌走向秩序，上古中国人
进行了一重又一重的构建。

从盘古撕开的第一道裂缝中，光照
了进来。

盘古的眼前明亮起来，他替我们看
了这个世界第一眼。

仿佛序幕缓缓拉开，盘古感受到气
息的流动。

他看到原本的混沌之气分成两部
分：轻而清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
阴气，下降为地。

从此，有了天和地。

天和地之间，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
的，世界。

时间开始了。

第二集 山海

怀想先民
在都市的红尘滚滚中日复一日地奔

波时，我们会突发奇想：
如果回到远古，回到祖先生活的年

代，每天会做什么？
眼前没有高楼，掌中没有手机，身边

没有车水马龙。
应该安静到能听见万物的私语吧？
旷野一望无际，草木野蛮生长。人很少。

除了为食物操心，我们有大把时间，
会想很多的事，很多不明白的事。

一切都像是谜。
山，水，鸟兽鱼虫，没有一样是简单

的。人之初，对身处的世界充满好奇，这
好奇如同现代人遐想宇宙。

我们总会发现自己与未知迎头撞上。
这时我们习惯抬头仰望，无比美丽又无比
深奥的星空，那里可能藏着所有的谜底。

天圆地方
如果上到九霄云外，就能将天地尽

收眼底。
“天圆如张盖”，无边无际，笼罩着大地；
“地方如棋局”，山川连绵，延伸到天边。
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天圆地方的认

知，约在第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
生，并逐渐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宇宙观。

古人将这种对天地最直观的感受，
放进了更古早的神话里。

天空的意志会落到大地上。
天上四季轮转，大地就回应冷暖交

替。花草树木会跟随着盛衰枯荣，飞禽走
兽的数量会此消彼长。

每个生命的背后，似乎都有来自天
上的庇护或者惩罚。

天地博大，万物奇妙，人只是生存于
其间的一分子。

第三集 五帝

北斗七星
北斗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非比寻常，

它是北半球终年可以观测到的星象。
这七颗星星会变换方向，出现在天

空的不同方位。
很久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以北斗七星

的斗柄所指，确认寒暑季节和时间变化。
北斗指引着关乎人基本生存的四季

与农时，这使得它成为天地秩序的重要
支点。

传说中，年轻的附宝又躺在了这片
熟悉的黄土地上。

这是她喜欢的平静从容的时刻。
长夜总是寂寥，星空总是神圣而美丽。
但这一夜，位于北斗勺口的第一颗

星星，好像正在酝酿大事。

那是天枢星。
天枢星是北斗七星之首。
它是七颗星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一

颗，也是距离北极星最近的一颗。
在古代中国，北极星代表天帝，象征

着最高权力。
“天枢”也因位置的特殊而得“天之中

枢”的命名，寓意强而有力的统治管理。

附宝看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
天枢星周遭，仿佛发生了巨型爆炸一般。

刺目的强光照亮了天地四方，一道
从天而降的闪电，击中了她。

黄帝诞生
附宝腹中的这个孩子，正是中国历

史传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姓公孙，
名轩辕，中国人更习惯尊称他为“黄帝”。

黄帝的故事，在历经无数代的口口
相传后，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到
《史记·五帝本纪》中。

五帝的第一位，就是黄帝。
《史记》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第一部

信史，而《五帝本纪》则是这第一部正史
的第一篇。

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
他选择收入史书的五帝事迹，是基

于怎样的考量？
他想在这些传说中表达什么？
当我们带着这些藏在史书中的视角

回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从神话到历
史的连接时间，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四集 家园

沉睡的文物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

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
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
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

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
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
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

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
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
们读懂。

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
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

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
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
地开始的。

迁徙，寻找
今天照耀着我们的太阳，以亘古不

变的东升西落，见证过不知多少代人的
生命接力。

气候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也在改变。
迁徙是常态，哪里食物丰沛，哪里安

全舒适，就去哪里。
通常他们会沿着河流向从未涉足的

区域进发，这样一走就是数十万年，仿佛
在大地上缓缓地流浪。

这样的行走总会有一个结束。
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某一天，一群

人来到了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有一条
河绕着台地拐了一个近乎九十度的弯，
然后向远方流去。

经验告诉他们，高高的台地以及环
绕的河流，意味着天然的防御，既能避开
洪水，又能阻挡野兽。

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他
们身后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巨大山脉，远
处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黄河横穿
而过。

他们选中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称
之为磁山，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

一段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

第五集 双璧

特别的石头
石块看上去很圆润，比一般的石头

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不多大小的石头
更重。

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
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

当捕鱼人下意识地将石块迎着朝阳
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

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
散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柔和晶莹的光晕。

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
石头。

捕鱼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
工具的伙伴。

因为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
反反复复地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

皮终于被去除。
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
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

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
不知是谁，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玉。

南北双璧
红山与良渚，一北一南、一前一后，

双璧呼应，以玉为载体，支撑了中国人精
神和社会体系的初建。

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远去了许多
年后，甲骨文出现了。

“玉”，作为一个文字被记录下来。
当时的“玉”字，并没有下方那一个点。
王和玉相通，金文中的“王”字，来源

象征王权的钺，能统领部落、统治国家的
人就是“王”。

“王”字加一点成“玉”，始于汉代，这
一点的意思，就是王所用的石头。

当新的礼器取代玉器后，玉的价值
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从以玉事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
比德，中国人从没停止过对玉的钟爱。

那个独属中国的“玉器时代”，也永
远闪耀着美玉般迷人的光彩。

第六集 择中

“中”的意义
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牵引着

很多人、很多事物、先进的生产技术、不
同的物质文化，从四周向中央汇聚。

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择中，不仅是
地理方位的选择，更是文明发展的趋势；
不仅是政治的选择，也是经济、文化和思
想的归属。

“中”，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人文地
理观念，也成为日后中国人解释全部地
理秩序的纲目。

在古人的理念中，天上群星的旋转以
北极星为轴心，地上则同样存在一个“中”。

人文关系的“中”与天上的“中”相呼
应，成为天人共有的特征。而因为天象的
证明，“中”在人间同样具有了永恒意义。

“中”象征着权威与稳定，占据了
“中”，才算占据了天下。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
宫。”后世总结的这一择中观，正是从二
里头出发的。

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的最早写法，如同一片飘扬的

旗帜，居中的“口”有“中央”之意，合起来
就是竖立在中央的旗帜。

三千多年前，随着新石器时代落幕，
一面飘扬的旗帜从中原腹地徐徐升起。

与此同时，散落的中华文明正在向
旗帜下集中。

在二里头遗址，我们发现了来自东
方的酒器，来自南方的玉器、印纹硬陶、
鸭形壶，以及来自西北地区的花边陶罐，
甚至欧亚大草原的青铜战斧、环首刀和
海贝等器物。

我们看到，不同区域的文化和文明
在这里融合共生，形成了一个更大型、更
有力量，也更有内涵的整体，之后又向四
周辐射。

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结束
了，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

第七集 模范

青铜文明
在中国，青铜文化延续了一千余年，

贯穿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直到铁器时
代来临。

这些奇伟瑰丽的青铜器，是当时最华
美也最富创造力的作品，它们将张扬的王
权、虔诚的信仰、精湛的科技，以及中国
人独特的审美和精神追求，凝结在一起。

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
体的过程，也记录了中原王朝的起点和
礼制中国的走向。

时至今日，它们不再是天命与权力
的象征，但青铜器带给我们的关于重量、
敬意与兴盛的美好寓意，依然和当下每
个中国人的生活相连接。

“鼎力”“鼎盛”“晋爵”“尊重”，这些
与青铜器相关的词语，已融入了我们的
日常用语。

而“模范”，不仅仅指铜器的铸造，更
成为一种文明的印记。

无形的礼，就像是“模”，有形的青铜
器，如同“范”，它们一起完成了中原礼文
化的最初铸造，以及向更远处、更深处的
传达。

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青铜文明永
久地留存了下来。

第八集 祭祀

敬天法祖
兴起于商的祭祀文化，经由周的改

造后，成为周代礼制的重要构成。
从此，一切礼仪不再仅仅为了取悦神

明和祖灵，而是具有了庄严的道德意义。

这是三千多年前中华文明的一次自
我否定与重生。

新的文明会创建新的秩序，但每一
段历史也都会沉淀出不朽的价值。

祖先成了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寄托，
慎终追远的理念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家
庭和生活。

数千年来，无论祭祀方式如何变化，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对祖先的敬爱
和供奉，从未停止过。那是对生命延续的
盼望，对过往岁月的忆念。

中国人相信，血脉和亲情，是天地间
最恒久、最珍贵的连接。只有将一代代的
生命连接在一起，只有被纳入群体的长
河，个体的生命才能获得超越。

时至今日，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节
日，在一生的很多个重要时刻，我们都会
告祭祖先并祈求福佑，或许依然还会向
大地洒一杯酒，向苍天燃一炷香。

第九集 甲骨

文明传承
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出现，人类走过

了漫长的几千年。
距今五千多年前，古埃及发明了象

形的圣书字，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
但它们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唯有以
甲骨文为基础象形的汉字留存下来。

中国的历史与文明也正是因此得以
延续，不曾断流。

文字是人思想的反映，是历史的直
接记录。

甲骨文还原了一个鲜活的商代世
界，而当我们与它再次相遇时，并不感到
陌生。识别这些字的过程，仿佛是我们与
先祖的一次相认，是我们对根脉来处的
一次探问。

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
隶书、楷书，中国的文字历经三千多年演
变，但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中国人用它写
下了商王的梦境、孔子的思考、司马迁的
史书，写下了唐诗宋词和无数华章。

稳定的文字，稳定地连接起我们的
精神和文化，直到今天。

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汉
字也成为连接所有中国人的文化纽带。

这一切，起自甲骨。

第十集 天道

二十四节气
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

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
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

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
被人洞悉并掌握。

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
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

每当天气渐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
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

很快，干燥的北方降下宝贵的小雨，
草木冒出新枝，周人会在此时播种。

伴随着雷声渐渐增多，气温升高，庄
稼会纷纷发芽，此后逐渐丰沛的雨水会
让它们快速成长。

天气越来越热，草木繁茂，庄稼也长
势蓬勃，会结出果实，但还没有那么饱满。

再过几天谷子就熟了，白天越来越
长，气温到了最高，就会渐渐转凉。

从凉爽再变得清冷后，清晨的叶子
上就有了露珠。

白天和夜晚的时长每天都在变，直
到有一天变得一样长，之后白天会越来
越短。

渐渐地出现了霜，这时谷粒饱满，收
获的快乐和辛苦一起到来。

等庄稼收割完，周人就进入了休息时
间。天越来越冷，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黑夜变到了最长。
然后就是等待。待到天气再次转暖，

新一轮耕种再次开始。

周人已逐渐有了春夏秋冬的概念，
很多年以后，先民们将这些实践总结成
了二十四个节气，这成为中国人独有的
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沿用至今。

第十一集 分封

周朝礼制
周公亲手缔造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初

具轮廓。
首先是宗法血缘制，制度的核心是

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周公对于周成王
即位合法性的巩固。

其次就是在宗法血缘制基础之上建
立的分封制。

周朝的分封之所以能行得通，关键
就在宗法制。天子的嫡子继承天子，庶子
为诸侯；诸侯的嫡子继承君位，庶子为大
夫。分封的本质与此同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
非王臣。”周天子天下独尊的权威得以确
立，按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天子分封
诸侯，诸侯再分封大夫。

再次，周公明确将“德”的理念引入
君权天授的体系，将上古以来各种“礼”
的观念转变为不同以往的、全新而复杂
的礼乐制度。

礼乐日渐兴盛，制度趋于成熟。这两
大支柱的合力支撑，让周成为比夏商两
代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

这是周公天才般的政治发明。此后
数千年中，它成为历朝执政者不断回望
和反复思量的制度参照。

第十二集 礼乐

礼乐文明
从八岁开始“礼让之教”，到七十岁

辞官告老，对于周人，礼乐教化不是一时
而是一世。

它贯穿了个人的一生，也体现在群
体生活的交往中。

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国，润物无声的
文明教化征服了那些生命本能的欲望，
而代之以敬畏、同情、谦让等人文品行。

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符合礼乐规
范的品行，被统称为“德”。

礼仪之邦
这是一种温和但充满力量的制度，

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
它令理性和人性的光芒照射进历

史，令每一个中国人获得生命的秩序和
心灵的安定。

人，始终是中国文化最关注的命题。
如何在世间安身立命，如何与自然

及他者相处，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
从混沌走向秩序、从创世走向礼乐的

漫漫长路上，人，也始终是创造一切的主角。

我们用洪荒年代的绚丽神话，回答
了“天地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

我们用上古三代的辉煌历史，书写
了“中国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当礼乐文明把秩序与和谐、道德与
理性、音乐与诗歌，永久地注入中国人的
精神血脉，我们知道：

今天的我们，连接着曾经的我们，也
连接着未来的我们。

今天的中国，连接着曾经的中国，也
连接着未来的中国。

叠加上时间的重量，山河就成了岁月。
而历史，正一刻不停地向前。

纪录片纪录片《《中国中国》》第三季第三季1212集海报集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