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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八章，包括考古学基本理论、考古学发展简史、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方法，以及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各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的考古发掘
成就与研究状况。
    全书立足于大学本科教学的需要，力求系统、扼要地阐述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研究方法，全
面反映中国当代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充分吸收中国考古学界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适于高校考古学、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教学使用，也适于相关专业人员及初学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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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四纪哺乳动物和植被的演变，根本原因是环境和气候变化。
特别是华北位于寒温带、中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带，受冰期、间冰期交替变化的影响尤其强烈。
据孢粉分析的结果，从更新世早期到晚期，这里至少可划分出5个冷期和4个暖期。
冷期的年平均气温低于今4℃～7.5℃或更多，而暖期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
在冷期，以云杉、冷杉或松林为主的暗针叶林发育，由北向南蔓延，在极干冷阶段则代之以草原性植
被；在暖期，针叶阔叶混交林或阔叶林十分发育。
更新世时，我国南北方气候开始有了显著的差异，由此引起南北动物的分异。
因此，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可分为北方和南方两种类型。
以动物化石断代，要注意南北方动物群的差异。
华北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动物群包括更新世早期的“泥河湾动物群”，中期的“公王岭动物群”和“
周口店动物群”，晚期的“萨拉乌苏动物群”。
泥河湾动物群主要分布在山西和河北北部的泥河湾盆地、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堑区。
遗址有山西芮城的西侯度，河北阳原县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东谷坨等旧石器地点。
该动物群包含有第三纪的古老属种，如三趾马、剑齿虎等；出现了更新世早期的代表性动物，如三门
马、板齿犀、步氏大角鹿、桑氏鬣狗、直隶狼、中国貉等；有一定数量的现生种，如骆驼、羚羊、麋
鹿等；绝种动物所占比例达93.55％。
泥河湾动物群主要是北方型动物，反映的是比较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
该期地层以由砾石、砂、泥灰岩及黏土构成的河湖相堆积为代表。
地层埋藏环境表明当时人们是沿湖滨、河岸活动的。
公王岭动物群分布于陕西蓝田县公王岭村、山西芮城的花匼河等地。
该动物群含有巨剑齿虎、奈王爪兽等一些第三纪的种属；较多为更新世种属，其中包含一批过去在秦
岭以北未曾发现过的南方种类，如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貘、中国爪兽、毛冠鹿和苏门羚
等；现生种属仅占整个动物群的13％。
公王岭期地层以午城黄土为代表，其中一批南方动物种属的发现，表明当时蓝田地区的气候比较温暖
湿润，具有亚热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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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撰这部教材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为我的学生们提供一本能够反映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参
考书。
从事考古学概论教学近二十年了，可供使用的教材只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出版的几部：蔡凤书、
宋百川主编的《考古学通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孙英民、李友谋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这些教材是对90年代以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面总结与概括，但缺少近二十年来的最新发现与研究状况。
而这二十年恰恰是中国考古学飞速发展、成果最为辉煌的黄金时期，从观念、理论到方法和技术不断
更新，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旧石器时代的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重庆巫山人化石，距今一万年前
后新石器时代最初阶段的重要发现如湖南道县玉蟾岩、北京东胡林等遗址，标志文明起源的新砦遗址
、陶寺遗址，夏商周三代的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的新发现以及洹北商城、周公庙等遗址、韩城梁带
村春秋墓、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秦代的阿房宫遗址、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文吏俑坑、百戏俑坑，汉唐
都城的新发现，两汉时期的诸多大型诸侯王陵如狮子山楚王陵、洛庄汉墓、老山汉墓等以及安阳曹操
墓、西安北郊北周外国人墓，隋唐五代一批高等级的陵墓如潼关税村隋墓、唐靖陵、惠陵、新城公主
、惠庄太子、节愍太子以及五代后周冯晖等陵墓，及晚至宋元明清时期的诸多遗存，其中许多是前所
未知的填补历史空白或改写历史记录的重大发现，由此衍生出的新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和研究热点
不断修正着考古学自身认识的局限，颠覆旧的历史认识，还原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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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学概论》：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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