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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译本序　　春节前，接到余西云的来信，告诉我一件喜事： 他组织人翻译了一本美国的考古学
教科书，将要出版。
据他说，翻译这本书还是我的提议。
要我写一篇序，这当然是不好推辞的事，便来写上几句吧。
　　这本教科书的第一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979年出版，原名是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
1981年N.哈蒙德到吉林大学来讲学，杨建华作翻译，他送了杨建华一本，杨建华拿来给我看，这是我
第一次看到国外的考古学教科书，第一次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而在此前，我虽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但对考古的了解，基本上只限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
以及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发展和已取得的经验。
习惯于把考古学看做从实物史料来研究历史的观点。
因此，在看到这本教科书后，有一种大开眼界、广拓思路之感。
所以，虽然只有初中的英语程度，我竟生吞活剥地翻译了此书的第1、2、4、5、8、9、11、12、13
、14、15各章。
在给历史班学生讲“考古学通论”（介绍考古学一般知识和中国考古主要发现）课程时，一点点加进
从这本书上学到的东西。
而在1983年起正式给考古班学生讲“考古学通论”（只限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课程时，就用这本教
科书做主要的参考书了。
　　现在回想当初为什么看到外国的教科书，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大概是因为中国的考古实践，
到80年代上半叶为止，主要还只是从田野调查和发掘中获取资料，并总结了初步的科学建立资料的时
空框架，进行考古学文化归类的科学方法。
而很少在如何利用考古资料恢复过去人类的行为（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讨论这些方面的历史变化和为什么变化等方面，总结过科学系统的方法。
有些人甚至认为超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就不是考古学了。
这也许是因为，中国考古学一直被认为是历史学的分支，而中国考古学者多数认为中国历史上古人的
行为和人与人的关系大多是清楚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早已在历史学上研究过了。
所以觉得那些事根本与考古学的任务无关。
但外国考古则不然。
不但是这本教科书，就是后来杨建华从英国带回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此书现在已
经有了中译本），建立资料的时空框架和考古学文化的归类，其实都只占很少的篇幅，而大量的篇幅
是用在如何用考古资料去科学复原古人的活动、古人的社会组织乃至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揭示了西
方考古学和社会学、哲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中国考古学者应该认真思考和在今后实践中总结的事情。
如果我们重新认识到考古学要“透物见人”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考古学的基本任务，那就应该借鉴
外国的　　经验，具体从中国的实践中总结出实现这一任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方法；而且通过考古
的途径，研究中国有特色的历史道路，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那才能有真正站得住脚
的“中国学派”。
　　由于中国考古学家和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都很有必要从世界考古的视野来重新认识“考古学是
什么”这个根本问题。
所以，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中译本，再翻译出版一本教科书也
不为多，而且还远远不够。
要全面了解国外考古学者在想什么，做什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有哪些新的经验，我觉得多译几种
考古学教科书，比翻译专著和论文，益处更多。
而且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走向世界时不能不注意的事啊。
所以，余西云和他组织的队伍，实在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我相信这本教科书的出版会受到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的热烈欢迎，也会受到广大考古文物工作者和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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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同仁的欢迎。
　　考古学： 发现我们的过去〖〗中译本序〖〗最后，顺便说一说翻译的问题。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学问，不少基本概念和术语，也是从外文引进的。
但在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实践中，有的概念有许多中国人自己加上去的成分，发生了畸变。
　　例如，“类型学”是外国传入的考古学方法，1926年李济在清华大学作关于考古学的演讲时，
说typology“尚没有一个好的汉译”，所以“暂用英文”。
但从他举的具体例子中可以看出，是把器物分成代表不同时代的types，所以本意是指有区分时代意义
的器物分类法。
后来在中国分别译作“型式学”、“型制学”、“体制学”、“标型学”，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20
世纪60年代授课时已使用“类型学”一词，后来得到普遍采用。
我记得，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把类型学方法也叫做“器物排队”。
因为这种方法划成的最小类别（通常以“式”名之），须能排成连续渐变性的序列，也就是使所分的
类有一种合理的逻辑关系。
在参照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判定这一个队列中的各式之间相对的年代早晚关系。
直到今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把typology方法简要地解释为“即以编年的或发
展序列来排列遗物”（“the arrangement of artifats in chronological or developmental sequence”）（中译
本第25页），在第四章“何时？
确定年代的方法和编年学”中的第一节“相对年代”中具体介绍了“类型学的序列”。
可见，类型学在西方至今仍被视为一种研究遗物的相对年代的方法。
而“器物排队”是基本上表述了这种方法的要旨的。
　　但在中国，类型学方法在引进和应用的过程中，常常是和一般的分类方法混同不辨的。
以至于不少资深的考古工作者，也把一般的分类误认为就是类型学的研究，而没有懂得只有分出能排
列成“编年的或发展序列的”类别，才是类型学研究。
更有甚者，只看到考古学文化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以及苏秉琦先生倡导了“区系类型”的研究，便把
这些字面上相同的“类型”，也塞进了类型学研究之中。
所以，在中国考古学界和考古学教学中，“类型学”仍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
　　就在新出版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似乎是因为译者本身就不大明白类型学
和一般分类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概念，而把第三章当中“发掘”的一个小标题“Processing and
Classification”(“整理与分类”)，译成为“类型学分析”（中译本第111页），更加深了类型学和一般
分类的混淆。
这是不应有的错误。
　　从本书的译后记来看，余西云他们对翻译专门术语是很下了工夫的。
这非常好。
但是，恐怕有一些术语，也像typology刚传进中国时一样，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好的汉译”。
以context为例，《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译为“共存单位”，而本书则主张译为“层位”或
“背景”。
这些译法似乎都不能确切表述该术语的意义。
关键在于，这个词是用来表示某种遗存的属性的，即反映该遗存存在于何种埋藏介质中（除了狭义的
“单位”外，似乎还可以包括单位近旁的埋藏介质）、它在“单位”中和其他遗存的共存关系，以及
由坐标表明的相对位置关系。
既然着重是指某种遗存和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因而不能只用“单位”、“层位”这样的事物名来表
述。
什么时候会找到一个类似“器物排队”这样生动的表述法？
恐怕还要待以时日。
但无论如何，我有一个希望，希望这本教科书和《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都能在使用一段
时间后，广泛听取读者们的意见，认真修订再版。
逐渐减少因翻译不得当而造成的误解，更好地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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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务之急是尽早多出版几本外国的教科书，即使不是十全十美，在有所借鉴的情况下，再通过我们
大家的实践，一定会使我们中国考古学更健康快速地得到发展。
　　林沄　　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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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古学是什么？
考古学研究的宗旨是什么？
考古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考古学(第3版发现我们的过去)》将用系统的阐述、丰富的案例和生动的图片给出回答。
    “发现我们的过去并重建它”，全书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全书系统地讨论了考古学的定义、学术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流程；介绍了获取、整理、分析和解释
考古资料的技术、方法和理论模式，并附有个案说明；分析了考古学理论的来龙去脉；更提出了考古
学所面临的挑战。
这是一本经典的考古学入门书，既反映了美国考古学的现状，也折射了中国考古学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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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观察古代　　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破坏文明及其遗存的因素不仅仅是战争。
从有历史记载以来，考古学遗存就一直受到盗墓贼的劫掠。
可以说，盗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人将过去的遗存当做致富的捷径。
例如，早在法老时期，埃及盗墓者就在从事秘密的文物倒卖勾当。
盗墓行为甚至发现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考古遗迹。
比如1881年，在埃及代尔·埃巴哈瑞（Deirel Bahfi）的一个地下墓室中发现了放有40具木乃伊的小厅。
这些木乃伊是古时候从附近的国王谷墓葬中转运到此地的，目的在于保护已逝统治者的遗体免受盗墓
者的劫掠。
这一方法生效了30多个世纪，但是该墓室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发现者不是别人，正是现代盗墓贼——
极不光彩的“悠久传统”的继承者。
　　今天，对考古遗址的盗掘正呈上升趋势，其速度远快于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步伐。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们花费了更多的钱来购买从考古遗址中盗来的文物而非支持考古研究。
正如我们将在第4章中解释的一样，即使盗墓贼声明只发现了少量的艺术品，他们也还是破坏了众多
不可替代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现在为了公众需要修建公路和发展农业工程等，人们对考古遗址的破坏仍在增加。
在第18章中我们还会讨论这些问题。
不过，因为有了这些破坏性的力量，考古学家就要常常与时间进行激烈的竞赛，以获取和保护有价值
的信息，使我们对过去有尽可能清晰的认识。
　　什么是考古学？
　　考古学就是通过实物遗存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
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可以从昨天上溯到几千甚至几百万年前。
作为一个探索陛的领域，考古学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不断发展，从一项业余爱好甚至仅仅是富人的“竞
技”成长为一门有科学基础的专业，即运用过去的遗存去排列和描述历史事件并解释这些事件背后的
人类行为。
物质遗存的集合就是我们所指的考古学遗存。
为了研究过去，考古学家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再运用一系列考古学方法来发现、复原、保护、描述
和分析考古学遗存，以解答这些问题。
为了探索这些遗存的意义，考古学家有一套理沦体系作为指导，这些理论为解释考古证据提供了手段
而且有助于对过去进行描述和说明。
本书将详细探讨考古学家用以了解过去的那些方法和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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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三版）》为美国考古学经典教材，由麦格·劳希尔公司出版，已
经出版至第3版。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三版）》图文并茂，内容全面，行文生动，有丰富的案例和个案
研究，体现了新旧大陆考古遗址的全面信息。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三版）》为教学提供的了大量的学习帮助，包括考古区域地图、
广泛的例证，每章结束有内容小结、进一步阅读书目，全书最后有中英文对照的词汇表，并标明章节
出处，方便读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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