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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九卷本）》PDF电子书共5册，由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至2018年出版。2s6万圣书城

20世纪以后的中国考古学发展,还涉及许多考古学理论、方法问题,都是极具时代挑战性的,有的已在本书中进行了探讨。至于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自身发展,要做的工作就更多了,如学科在时空两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发展不平衡性问题,即不同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的不同,不同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情况不同,等等,在本书的相关部分也会谈到,此处不再赘述。2s6万圣书城

《中国考古学》共设九卷,包括《绪论卷》、《旧石器时代卷》、《新石器时代卷》、《夏商卷》、《两周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和《宋辽金元明卷》,各卷分之可独立成书,合之为一有机整体。参加撰写的学者多达五十多位,其中大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同时我们还聘请一些所外专家,参与了本书的部分撰写工作。作为一项集体性项目,本书涉及全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因此我们要求作者在现有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在撰写中要突出科学性、全面性、客观性,同时更要有创新性。鉴于考古学著作编写出版的复杂性和难度,我们专门设立了编辑出版工作组,协助编委会负责有关技术性和事务性工作,以求把本书编写出版为精品。尽管如此,对于这样部几十人参与撰写,又涉及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内容如此之泛、问题如此之复杂的庞大著作,其中的不足或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2s6万圣书城

《中国考古学（九卷本）》书目：2s6万圣书城

中国考古学    新石器时代卷

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

中国考古学    两周卷

中国考古学    秦汉卷

中国考古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2s6万圣书城

2s6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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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6万圣书城

2s6万圣书城

 2s6万圣书城



《中国考古学（九卷本）》出版说明：2s6万圣书城

20世纪是考古学传入并诞生于中国的时代,是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发展和继续发展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学者们,曾经就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现、研究及其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进行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历史发展的主要参与者、见证者。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当今中国国家级惟一的考古科研机构,将百年来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作一回顾、总结和研究,并对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作一展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基于上述考虑,1996年我们考古研究所审时度势,提出编著《中国考古学》计划,通过充分论证,这一计划先后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以及“十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2s6万圣书城

《中国考古学》各卷分别对不同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研究。从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大致划分为近代考古学传入时期和中国考古学诞生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与继续发展时期等几个阶段。2s6万圣书城

1.近代考古学传入时期(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文化渗透也接踵而来。这种文化渗透的表现之一,就是外国人到中国的“寻宝”活动。他们采取的形式大多是以探险队、考察队名义进行活动,其中欧美国家的探险队或考察队多在我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西北地区活动,日本的探险队、考察队多在我国东北地区和台湾等地活动。上述活动,一方面使大量中国古代珍贵历史文物被劫掠到国外,另一方面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也随之传入中国。2s6万圣书城

这一时期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和“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的重大发现,成为中国学术史从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重要契机;使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走出的“疑古”学者们,看到了“释古”(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考古”的科学曙光。考古学成为学术界倍加关注的新科学。2s6万圣书城

2.中国考古学诞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促使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发展为“古器物学”,继之“古器物学”又发展为考古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给中国带来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这为此前传入中国的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2s6万圣书城

从科学史来看,考古学是在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诞生的,更具体地说考古学的出现是近代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在当时“科学救国”思想影响下,近代中国科学,尤以地质学、古生物学成就最为突出。由于地质学、古生物学与考古学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时已有一批在国外学有所成,在国内业绩卓著的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成为了最早涉足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家;还有一批中国学者,虽然其学术背景不尽相同,但他们都积极投身中外合作考古活动或中国人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这些都为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创造了人才条件。同时,一些受聘于中国科研机构或政府管理部门的国外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等,通过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把西方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介绍、传播到中国,从而为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创造了科学条件。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众多,如旧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渑池仰韶村、山东历城龙山镇等史前遗址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大规模勘探与发掘等。1928年由中国国家学术机构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通过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西方考古学中的地层学、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中得到运用和发展,一些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得以应用。由于当时中国境内的不少考古工作采取了国际合作的方式,使刚刚在中国诞生的考古学获得了“跨越式”发展。2s6万圣书城

3.中国考古学形成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后不久,中国学者就成为了本国考古学的主力军这一时期开展的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小屯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三叠层遗址)、安阳殷墟宫庙基址和王陵区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获得重大学术成果,为建立黄河中下游史前文化和早期国家的考古学文化框架奠定了基础。从学术的时空两方面来说,它们为中国考古学向早晚两方面的拓展和由中原向周边地区的发展,寻找到科学的支撑点。中国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的长时期、大规模的成功的考古发掘,为东亚和东北亚地区古代都城遗址、大型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探索出一条成功经验。中国考古学在其幼年时期取得的成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正是利用安阳殷墟考古资料和两周金文资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s6万圣书城



4.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面临极好的机遇。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坚持以田野考古为基础,使学科得到健康发展。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文物考古行政管理机构,成立了国家考古科研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应全国考古工作急需,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证。2s6万圣书城

作为中国考古学学术园地的“三大杂志”—《考古》、《文物》开始创办,《考古学报》更名复刊,它们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主动配合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积极开展文物保护、考古勘探与发掘,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考古资料,为此后中国考古学学科时空框架的建立,考古学方法、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2s6万圣书城

这一时期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和陕西蓝田人等考古发现,使古代人类在中华大地上的活动历史上溯了百万年,活动地域大大扩展。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的发掘,丰富了仰韶文化内容,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史前聚落考古方法、理论的最早的成功探索;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发现,找到龙山文化源头;冀南、豫北的磁山一裴李岗文化,河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山东的北辛文化、岳石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向早晚两方面延伸。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的发掘,引发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理论认识上的飞跃。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二里冈遗址等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址的考古勘察与发掘,使以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以前的早商文化和夏文化,得以确认。春秋战国时代和秦汉至元明时代的都城、王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连同先秦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再现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构建起了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夏鼐领导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率先积极、主动地将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其中尤以碳十四实验室的建立和年代学的成果最为突出,在体质人类学、古动物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与冶金、陶瓷、古植物学等方面的科学家合作,在古代遗存的物质结构分析、古代作物的研究等诸多方面多有收获。2s6万圣书城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朝气蓬勃发展的新中国考古学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往往是在遭到巨大的破坏之后,人们对过去认识得更深刻,对未来审视得更清晰,人类社会将出现更大、更快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的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发展等诸多方面,为中国考古学其后的“起飞”准备了条件。2s6万圣书城

5.中国考古学的继续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同样也吹响了中国考古学继续发展的号角。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的发挥,国家对科学研究的经济支持力度大大增强,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与交流的良好环境已经出现。这一切为中国科学的发展,自然也包括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2s6万圣书城

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主要有:在安徽、重庆、河北等地,早期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了更多的石器出土地点,个别地点还出土了人骨化石。这使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可望上推到距今200万年左右。广西、湖南、江西、河北、北京等地的距今1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使中国境内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推进至距今1000012000年。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河南舞阳贾湖等新石器时代中期一些大型史前聚落遗址的发现或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辽宁、浙江、湖北、四川、安徽、河南、山西、湖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祭祀遗址或城址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对探索中华民族的多元考古学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早期夏文化的探索,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等,使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三代考古”学术成果异彩纷呈。秦汉至元明时期的考古发现,如帝王陵墓及陵寝建筑遗址、历代都城遗址、石窟寺与佛教寺院遗址、古代瓷窑遗址等勘察与发掘,使秦汉至元明时代的考古学内容更为充实,学科框架更为完整。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周边地区广泛进行的考古勘察、发掘,使不少地方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得以初步建立。一些周边省区已经建立了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学科框架得以基本构建。2s6万圣书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们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考古学学科框架、谱系基本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以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为基本方法,吸收国际考古学界的先进方法、理论,大规模地开展了聚落考古、城址考古、祭祀遗址群考古以及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手工业遗址考古和古代大型建设工程遗址考古等。与此同时,考古学广泛利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如多种测年手段的使用,DNA遗传技术的应用,食性分析的探索,环境考古学的引进与创立,计算机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及等,这些又使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加“微化”、更加“细化”、更加“量化”、更加“深化”,也就是考古学的更加科学化、现代化。考古发掘与研究向“大”和“小”、“广”和“深”两极的发展,使考古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在科学研究的学术舞台上充分地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地位。2s6万圣书城

通过《中国考古学》对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回顾、研究,使我们看到考古学百年来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看到考古学在中国所取得的辉煌学术成就,看到年轻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世界所倍加关注的现实。中国考古学已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科之一。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任重道远。本书进一步指出,中国考古学在21世纪要取得更大发展、进步,我们还必须全面、准确、科学地把握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必须明确新世纪我们的学术使命。2s6万圣书城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具有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古代文明国家,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有的考古发现只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开展。已经进行的考古工作在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不同时代的考古学学科进展也不一样。至于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方面,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考古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多年来,由于考古工作者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配合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相应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加强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建设是目前及今后中国考古学学科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学科的发生、发展是与学科理论建设密切相关的,学科成熟的前提是其理论的完备与彻底。学科在发展,学科理论也在发展,因而学科的成熟、理论的完备与彻底也都是相对而言的。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学科理论的存在与不断发展。理论是对学科科学规律的探索,对学科过去而言是学科的科学总结,对学科未来而言是学科的科学假设。学科理论涉及学科的诸多方面问题,如人类起源的一元与多元问题,人类起源一元说与基于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所形成的考古学文化的科学整合问题,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模式问题,早期国家功能问题,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关系问题,社会生产分工问题,考古学文化与血缘集团(血缘社会单位)、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等。2s6万圣书城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方法论的创新,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考古学要不断发展,就要不断创新其学科“方法论”。地层学、类型学是近代考古学将当时的地质学、生物学学科基本方法“移植”过来的,一百年多年来,它们对于考古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正如现代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是伴随着碳十四、热释光、古地磁和DNA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而获得进步一样,地质学、生物学的科学研究,如果至今仍然仅仅停留于使用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上,现代意义上的地质学、生物学则无从谈起。既然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是源于地质学、生物学的,那么借鉴现代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经验,对于当今考古学的发展,学科方法的现代化、科学化、多样化同样是至为重要的。2s6万圣书城

21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更加广泛应用,将使基于“考古学文化”提出的‘相对”时空框架、谱系,加速向“绝对”的时空框架、谱系发展。诸如碳十四断代及AMS、古代树木年轮、古地磁法(PM)等断代技术,生物遗存分析和物理、化学对古代遗物的物种、物质成分的分析技术等,都使考古学资料的时空研究提高到更高的科学层次,其中不少是传统考古学方法所无法解决的。我们应看到各种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所带来的考古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其进一步深入发展还必须加强与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对于21世纪中国考古学而言,多学科结合、多种方法应用是新世纪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和方向。考古学文化主要以“特定类型的器物陶器与相关物质遗存所构成的“特定关系组合遗存”,体现人们的生产活动、物质生活。自然环境和地理是考古学文化形成、发展的主要条件和背景。马克思曾针对这种由于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指出不同的共同体,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发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的。所以,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成物是不同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s6万圣书城

1957年)我国国土广大,各地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不同,有的差别很大。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各地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对于21世纪中国考古学而言,在考古学研究方法上必须更加关注环境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地关系”。 2s6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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