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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及其前身考古专业，早在1973年就开设了科技考古课程。
但名称几经变动，有时叫“现代科技与考古”，有时叫“现代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最后用了一
个比较简单的名称——科技考古学。
这反映我们对于学科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一时还把握不准。
　　我个人认为，科技考古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掌握多少技术，而首先是要让学生了解科学技
术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关注科技考古的最新信息，同时要培养考古人员的科学素质，掌握一定
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去处理资料、提取信息，研究各种信息之间的联系，从而推导出
有科学根据的考古学结论。
我认为整个考古教学都要贯彻这个精神，科技考古学更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考古学的学科性质讲起。
　　考古学是依据古代人类社会留下的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从学科目标和研究的主要内
容来说，无疑属于历史学科。
但考古学不是传统的历史学的自然延伸，传统的历史学不能直接产生考古学。
考古学也不是金石学或古器物学的直接延伸，从金石学或古器物学也不能直接产生考古学。
考古学的产生，是在历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寻找新的证据和拓展研究领域的要求，在地质地层学和生物
分类学初步形成的学术背景下，借用了二者的基本原理，并且依据人类历史文化遗存的特点而加以改
造为考古地层学(或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或标型学)，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了测量、绘图和照相等技术
，后来又引进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圈理论而改造为考古学文化的理论。
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考古学才真正成为二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而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这说明考古学的产生就是同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分不开的。
此后考古学的发展，不但依赖于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资料的积累，依赖于相关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更
有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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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考古遗存的勘探、人类及其文化起源和进化年表的建立、冶金考古、陶瓷考古、古环境复
原以及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等考古学内容为脉络体系，论述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考古学的学科研
究与发展中的作用。
这种论述体系有助于考古人员的把握。
而对科技内容则着重于规范、通俗地介绍其基本原理，以利于文科读者的理解，并通过综述、比较和
前后引证。
使分散在各章节中相互关联的科技内容尽量整体化。
写作特点在于辨证分析各种科技测量技术的优点和缺点、成果、前景和局限性，着重介绍学界正在探
讨的热点课题和有争议的观点，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
　　本书内容丰富全面，并反映最新的成果、论述思路清晰、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读者对象除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外，对从事古人类学和第四纪研究的人
员也有参考价值。
希望本书能激发其他学科的读者对属于文理结合的科技考古学的兴趣，希望有助于对考古学感兴趣的
科技人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介入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切入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考古学>>

作者简介

　　陈铁梅，男，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
，1973—1999年任考古系科技考古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科技考古和定量考古的教学和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14C、不平衡铀系和电子顺磁共振测年，古陶瓷的产地溯源研究和考古资料的定量
研究。
发表论文近200篇，合作或主编专著2部，译著1部，包括最近出版的《定量考古学》。
为建立我国的史前年代学，特别是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年代学，为推进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数量化做出
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教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历任我国科技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理事，QuaternaryScience Reviews-Geochronology和
《考古科学和文物研究》等杂志编委，蓉誉职称有德国国家考古研究所通讯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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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1科技考古学是实证性的学科　　科技考古研究强调实证。
这里所谓的实证并不是指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强调经验对于认识作用的一种哲学流派。
实证是指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所提出的实验验证，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任何的测量数据、任何的研究结论都需要通过实验来证明其正确性。
实证的含义有两层。
第一层含义是指“可重复性”。
譬如说，你测量一件考古遗物的某种化学元素的含量，得到一个测量数据。
如果你第二次、第三次重复测量，或者其他人使用同样的测量方法也测量了该件考古遗物的该化学元
素的含量，各次的测量数据应该是相符的。
这称为测量数据的可重复性。
我们说数据间“相符”，而不要求数据间“绝对相等”，因为任何的测量仪器和测量过程都是有误差
的，所谓相符是指诸测量数据间的差异不超过仪器的误差。
实证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测量的结果应与“真值”，即客观实际相近。
例如利比在创建“C测年方法时，先选择了一些真实年龄已知的树木年轮、埃及法老墓中的有机样品
作为测量对象。
利比必须考察验证，测量得到的“C年龄与样品的真实年龄之间是否相近，以检验“c测年的原理是否
成立和所使用的测量仪器是否合适可靠。
这个验证过程是绝对必需的，因为“C测年是建立在若干当时未经充分验证的假设前提之上的。
与重复性检验相似，这里要求数据相近，而不可能要求相等，因为除了仪器的测量误差外，测年的假
设前提的某些偏离也可能导入样品“C年龄的系统误差。
利比当时的验证实验没有观察到C年龄与样品的真实年龄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因此c测年技术通过了证
实。
顺便指出，若干年后，由于测量仪器的改进、测量误差的降低和样品数量的增加，发现对于公元前的
样品，c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地偏年轻，说明“C测年的某些假设前提确实存在偏离，为了得到更精
确、更接近真值的年龄数据，必须对样品的C年龄作树木年轮校正。
这实际上是“实证”要求的深化，同时也表明验证偏离的程度必须要有定量的标准。
　　1．4．2科技考古学体现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科技考古的特点之一是以课题带动研究，课题研究
往往需要多种学科的介人。
譬如说研究农业经济在某个考古遗址中的地位，为此考古学家需要探索遗址居民的生活和文化模式是
否与农业社会相适应，如寻找农业工具，分析聚落的规模以及是否定居和饲养家畜等。
同时植物学家要观察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包括籽粒、植硅石等)的形态，从野生型到栽培型的进化
程度。
环境工作者要考察遗址的环境是否适宜于某种作物的栽培生长。
文化层和农作物遗存的“C测年可帮助分析栽培作物在食物中的比重随时问的增长，观察栽培作物的
形态随时间的变化。
如果探讨的是粟作农业，还需要对不同层位的人骨做稳定碳同位素分析，观察粟在人骨主人生前食物
中的比例。
考古学家将与诸多学科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
前几年国家科委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是多学科合作的范例，包括：考古发掘和研究、古文
献研究、甲骨和青铜礼器的分期研究、系列样品的HC高精度测年、金文历谱排序、根据文献和甲骨
中的天象记录推算武丁在位和武王伐纣的年代。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要求各学科专家，包括考古学家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沟通的基础是对对方学科的基
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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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技考古学》内容丰富全面，并反映最新的成果、论述思路清晰、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读者对象除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外，对从事古人类学和第四纪研究的人
员也有参考价值。
希望《科技考古学》能激发其他学科的读者对属于文理结合的科技考古学的兴趣，希望有助于对考古
学感兴趣的科技人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介入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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