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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古与文化(续编)》由曹兵武所著，本书从各个方面涉及到考古发现的价值、理论方法、历史、考
古学关注的热点、中国与世界考古的若干前沿、考古学的大众化等问题，也有一些读书心得和借工作
之便对若干著名考古学家的访谈。
本书希望在一种较为轻松的阅读中建立对考古知识以及考古学本身的认识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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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和中国第四纪研究会环境考古学委员会帮助下
，我们特别组织这期特刊，共同检讨一下当代科技应用于中国考古的历史、现状，当然更重要的是思
考一下未来的前景。
 仔细想想，考古学的多学科合作似乎可以分以下几个层次： 资料：考古学处理——发掘和整理分析
古代遗存，提高资料的信息含量，同时也为其他学科如物理、化学、美术史等提供研究资料；在多学
科和当代科技的关照下，这些资料当然显得更为丰富多样也更为精确。
 方法：凡是可以帮助考古学家透视分析、提取古代信息的技术手段，都有合作和引进的必要；从方法
的角度来说，考古学的方法几乎都是从其他学科中借鉴引进和考古学化的。
连地层学、类型学、埋藏学等可以称为最基本的具有理论性的考古学方法体系都是这样。
具体的手段性的方法就更多了。
现在，多学科合作开始成为考古发掘中重要的操作方式。
前一段时间《中国文物报》组织讨论“考古学的定位”，内容多涉及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其
他学科合作的问题。
不管认识到什么层次，坚持何种学科的定位，几乎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同意考古学应该与其他学科进
行合作，当然很多人提醒在这种合作中考古学不应该丧失自己的特色。
所以，在信息爆炸和学科的横向交流已经成为大家有意为之努力的方向时，我们对考古学中多学科的
合作问题应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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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与文化续编》是由曹兵武著，中华书局出版的考古学文集。
其实考古学就是用不断更新的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重看旧东西，同样的古代会因此而常看常新，会不
断为人类提供新的知识。
这也是考古学万变不离其宗的进步路径。
我们永远不可能将所有古代的遗存挖完，也永远不可能从地下挖出一个真正的过去。
过去存在于资料也存在于方法中，过去是一个被不断接近的过程，是一个被不断深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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