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早期青铜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6212

10位ISBN编号：7030216210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页数：5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

前言

　　这里刊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硕士研究生李志鹏、陈国梁、郝炎峰、谢礼晔、杨
杰五位同学的毕业论文。
他(她)们的研究对象，都是著名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和以二里头遗址为主的二里头文化，而选取的题目
，则有墓葬、青铜器、玉器、石器、动物遗骸研究。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中的独秀之花，二里头遗址则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
时间里，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一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对象，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发表，成为一个令
人称奇的学术景观。
时至今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不仅魅力不减，而且愈发引人人胜。
本书作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势必推动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更
进一步。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与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一个重大争
议问题——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抑或商都、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抑或商文化紧密相关。
当初，徐旭生先生等前往豫西踏查“夏墟”，根据文献线索顺道寻访“汤都西亳”，来到偃师二里头
村一带，发现这里遗址规模庞大，文化面貌与先前发现的郑州洛达庙遗址等相仿，联系到古代文献关
于汤都西亳地望的记载，推断这里应是一代帝都，可能就是商汤亳都遗墟。
接下来的发掘，尤其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一号宫殿)的发现，更加坚定了人们对这个假说的信任。
十几年后，爆发了“西亳说”与“郑亳说”的论战，二里头遗址成为主战场。
正是因为上述学术背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不免受其影响而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田野考古在遗址内涵、文化分期、文化源流以及年代等方面，用力甚笃，而讨论的核心则是文化性质
。
可以说，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争论，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二里头遗址齣发掘研究，而在另外
某些方面则牵制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研究。
偃师商城的发现与发掘，逐渐使二里头遗址从学术争执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使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
化研究，有了反思和规划的机会。
很显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应该加强基础性工作，“补课”性质的研究项目，亟待开展
。
　　本书收录的五篇论文，就是在新的学术形势下选取的研究课题，它们很好地补充、加强了二里头
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的空白和薄弱环节，使得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在基础研究方面，变得丰
满起来。
　　这五篇论文，各有特色，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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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二里头文化墓葬、青铜器、玉器、石器和动物遗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集。
所收的5篇论文涉及墓葬的分期、类型、等级结构、埋葬制度与礼仪，青铜器的分期、生产工艺、礼
器系统、源流演变与周边青铜器的异同，玉器的类型、分期、功用、源流传播以及玉器墓所反映的社
会结构与礼制，磨制石器的微痕观察与功能分析，出土动物的种属鉴定、家畜判断与反映的气候环境
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等，从不同层面对二里头文化与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社会结构、礼仪制度、生
产工艺、生业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充实，多有创新之处。
 本书可供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文物、博物馆部门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考古、文
物工作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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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二里头遗址石斧和石刀的微
痕分析——微痕分析在磨制石器功能研究中的初步尝试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研究编后记作者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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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最早步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从龙山时代到
二里头时代，聚落形态和物质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同时它也是探索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王朝——夏及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自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50年来已经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不少于250处
，经过正式发掘的50多处。
依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判断，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中心是河南中、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和山西西南部的
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
到豫东开封地区，北抵豫北沁河岸边。
二里头文化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
该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自1959年首次发掘以来，获得了众多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发现了大
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
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制陶、制骨、制绿松石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
，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
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石、骨、蚌、铜、
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
这些方面都显示了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聚落的都邑文化的重要内涵。
而迄今发现的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无论规模还是内涵都远无法与二里头遗址相比，聚落之间显示出
多层级的等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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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是关于二里头文化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中的独秀之花，二里头遗址则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
时间里，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一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对象，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形成了一个
令人称奇的学术景观。
时至今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依然魅力不减，而且愈发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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