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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国内外权威学者的经典论文，并对所选论文及相关论精选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文化遗产
研究等领域的学术经典，并给以必要的导读，力求反映当前考古学界的最新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
分为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历史考古，科技考古，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
强调研究性，突出研究范例，彰显学术观点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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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亚当姆斯在他的评论的结语处说：“对玛雅文明衰落的解释业已从单因素思维发展
到综合研究的阶段。
”但他又对那些注重理论解释的人语重心长地指出：“我最后还要重复一下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话：
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遗址中，文明衰落的具体情形很可能是互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
” 3.城市革命和国家的形成。
 戈登·柴尔德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革命的精彩论述首见于其《远古文化史》，而其日后的论述
都是对此的重复或发挥，所以在此有必要把这段话摘引出来： 在广阔的冲积平原和河畔膏腴之地，保
护居址、灌溉田地的水利工程对大规模的公众劳动的需要，大大促进了社会组织化和经济集中化的发
展。
与此同时，古代埃及、苏美尔和印度盆地的居民为了获得自己必需的物资原料，又不得不建立起完善
的以物易物的贸易体系。
两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为该地居民加入这种贸易体系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但结果却牺牲了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结构。
这样，本地产品的盈余部分不但要拿出来与外地居民相交换，同时还要满足那些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
、运输人员以及为获利而专门生产精美的出口产品的手工业者。
接着，护送贸易商队的武装军队、记录日益复杂的贸易事项的文字和协调利益冲突的官吏也都产生了
。
 这是在现在比较惯用的解释方法，虽然其解释的对象仍然是一个特例，但却采用的是一种普通性的陈
述联结起来形成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叙述，并强调了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种解释方法也可以看作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解释方法的先驱，这后一种解释往往由许多论述联结而
成，若就事论事地看，它可以是一种很理想的解释，若把它置于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则可以成为一种
内在的逻辑关系尚未仔细验证的普遍性的模式。
 把这种解释与赖特和约翰逊的多变量互动论作一比较也是饶有趣味的：变量之问都存在着互动关系。
两个规范过程，一旦它们各自运行则可能产生一种负反馈效应，一旦它们协作运行则可能产生正反馈
效应。
比如，设若衡量一个社会繁荣昌盛的标志是由该社会中心向下面的小社群分配的物品的量来决定的，
当这种物品的量变得越来越少时，社会内部就会发生反抗行为，其结果要么是产生更强大有效的领导
中心，要么是产生更小更分化的基层社群。
另外可假设社会人口部分也是由社会冲突来调节的。
这两种作用将在不同层面或者不同时期发挥功用，如果冲突使得现在的社群普遍毁灭从而使物品的分
配已经失去其发挥调节作用的意义，那么就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重新组织，而这一重组又必然引起社
会其他方面的分化与重组，比如社会分工、信息流通以及权力结构的复杂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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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导引(套装共2册)》可供考古学、人类学、博
物馆学、历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生和研究者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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