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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光直在为《时间与传统》的中译本所写的序中谈到，《中国考古学年鉴》中根本没有“考古学
理论”这个范畴，说明“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没有什么地位①。
在为《中国文物报》所撰写的一篇题为“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的随笔中，张光直也提到
，考古工作不是挖挖死人骨头，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②。
如果中国考古学对它的实践没有理论的指导和阐释，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它的科学性？
如果考古发现不重视从理论上来提高我们的科学认识，那么这门学科又意义何在？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的考古学界可能有很大的分歧，特别对于一辈子在田野工作中积
累了丰富经验的学者，实践出真知是无可置疑的座右铭。
这些学者通过毕生的努力，构建起过去不为人知的中国史前史，并增进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出土的精美文物一次次引起社会的轰动和瞩目，文物精品的世界巡回展令国际友人叹为观止。
在重大发现的光环里，考古学家被喜悦所陶醉，并会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同样，社会公众也常将考古与发现地下的珍宝和失落的文明联系在一起，在媒体的渲染和炒作下
，考古学家的工作被认为是通向浪漫和迷宫之旅，比如开启地下宫殿和宝藏、进入神秘的金字塔以及
探寻沉入湖底的城堡。
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家才能有幸从事这样的探险工作。
大部分的考古发掘，找到的只不过是破碎的陶片和石器，以及古人废弃的生活垃圾。
因此，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S Piggott）将考古学称为是一门“研究垃圾的科学”。
考古学家用他们毕生的精力来寻找、发现和研究远古人类丢弃的垃圾，并不是试图发现其中的珍宝，
而是像侦探那样试图从这些远古社会的残留物中寻找各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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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全面介绍考古学理论发展和现状的教科书，共分两部分，十七章。
第一部分介绍考古学理论、思维与方法的沿革，第二部分介绍了当前考古学理论主要领域的进展和特
点，是作者根据国外留学期间系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综合编撰而成，力求反映学科的成就与发展方向
。
中国高等院校的考古学科专业训练，考古学理论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加上这门学科和国际学术主流
疏离时间较长，造成许多方面的严重脱节和滞后。
这本教材的编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有助于提高专业素质训练的水准。
    本书论及的范围较为全面，并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置于国际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
过去半个世纪中，考古学的术语变得丰富而复杂，为了便于理解和学习，文字尽量通俗易懂，对新的
专门术语做必要的解释。
本书第一部分适于本科生的教学，第二部分适于研究生的训练，同时它也可作为考古学、文物学、博
物馆学和古代史专业人士了解学科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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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章20世纪中叶考古学的进展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是新技术不断问世，新发现层出不
穷的时期。
正如丹尼尔所形容的，二战之后考古学出现的百废具兴，一派兴旺发达局面，使它成为一门举足轻重
和众望所归的学科。
丹尼尔列举了这一时期世界考古学发生的四个重要变化：（1）史前考古学成为世界性的学科；（2）
美洲考古学空前繁荣；（3）科学技术方法成为考古学家的辅助手段，并且成绩非凡；（4）原史时期
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得到发展和确立，使历史学和考古学受益匪浅。
　　在成果林立的进展之中，对考古学革命起了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应当首推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
比发明并于1949年公之于众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技术。
回顾考古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几代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就是寻找一种能确定人类历
史年代的方法。
从汤姆森的三期论到莫尔蒂耶的考古学分期，从蒙特柳斯的类型学排列编年到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交
叉断代，都无不围绕着年代学的问题展开。
因为，考古学没有一种可信的年代学证据，所有的研究与探索都无从谈起。
碳14方法的问世，标志着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意味着，考古学家的大部分精力可以从烦琐而又含糊的年代推测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其他更为重要
的问题。
自然科学家所提供的多种绝对断代方法，也使得考古学家可以更加精确地观察细微的文化差异和历时
演变。
　　在技术手段不断创新的同时，种种新的考古学思维和实践也随之出现。
美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引入了生态环
境的重要变量，并鼓励戈登·威利首次尝试聚落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演变。
英国考古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创导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强调考古学应当尽可能了解人类的生活环
境、经济形态和社会信仰。
柴尔德在苏联考古学的影响下，强调器物功能分析的重要性，并呼吁从内部动力来研究社会与文化的
演变。
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自1948年开始对伊拉克北部的扎尔莫遗址进行发掘，理查德·麦克
尼什自1960年起对墨西哥南部特瓦坎河谷开展调查和发掘，这两例实践都是从区域性遗址的综合研究
来探索近东和中美洲农业起源问题，开创了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先河。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考古学理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张光直在为《时间与传统》的中译本所写的序中谈到，《中国考古学年鉴》中根本没有
“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说明“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没有什么地位。
在为《中国文物报》所撰写的一篇题为“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的随笔中，张光直也提到
，考古工作不是挖挖死人骨头，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
如果中国考古学对它的实践没有理论的指导和阐释，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它的科学性?如果考古发现不重
视从理论上来提高我们的科学认识，那么这门学科又意义何在?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的
考古学界可能有很大的分歧，特别对于一辈子在田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学者，实践出真知是无
可置疑的座右铭。
这些学者通过毕生的努力，构建起过去不为人知的中国史前史，并增进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出土的精美文物一次次引起社会的轰动和瞩目，文物精品的世界巡回展令国际友人叹为观止。
在重大发现的光环里，考古学家被喜悦所陶醉，并会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同样，社会公众也常将考古与发现地下的珍宝和失落的文明联系在一起，在媒体的渲染和炒作下
，考古学家的工作被认为是通向浪漫和迷宫之旅，比如开启地下宫殿和宝藏、进入神秘的金字塔以及
探寻沉码湖底的城堡。
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家才能有幸从事这样的探险工作。
大部分的考古发掘，找到的只不过是破碎的陶片和石器，以及古人废弃的生活垃圾。
因此，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S Piggott)将考古学称为是一门“研究垃圾的科学”。
考古学家用他们毕生的精力来寻找、发现和研究远古人类丢弃的垃圾，并不是试图发现其中的珍宝，
而是像侦探那样试图从这些远古社会的残留物中寻找各种信息。
他们关心古代的人们如何生活，怎样思想，当时的社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早期的社会又如何发展和
演变⋯⋯　　考古学在19世纪兴起时确实是和挖宝与盗墓无异的工作，早期欧洲的考古发掘者并非是
专家，而只不过是业余的爱好者或旅行家，他们将挖到的珍宝带走，或把它们变成私人的秘藏，或把
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很少考虑文物的背景和文化历史信息。
当时的考古发掘也没有严格的规范，从现代考古学的要求来说是极其野蛮的，根本不考虑遗迹的保护
和未来研究的需要。
于是发掘也是毁灭的过程，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源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到了20世纪，考古学已经逐渐向一门严肃的学科发展，考古学家必须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现代考古学的基础已不是19世纪的那种探险和挖宝，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它已变成一门严谨和
要求甚高的学科，有一套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过去，并且不断地处于更新与发展之中。
　　作为科学的考古学今天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既是我们了解自身发展的一个独特的窗
口，又为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与信息。
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但能增进我们对自身历史的了解，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上生态环境、气候和资源与我们自身发展的关系，从而能使我们从更长更广的时空中来研究我们当今
与未来的世界。
　　由此可见，考古学不应当仅仅满足和局限于发现与补充历史，更不能停留在挖宝和寻找失落古迹
的层次上，现代考古学已变成一门应用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人类古代遗有的学科。
考古学需要自己的理论方法，是因为考古学家观察的有关人类历史的物质证据是和文献完全不同的研
究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由于保存的难易程度使得考古学家在利用它们来观察过去时，受到证据残缺不
全的干扰与制约。
这使得考古学家必须要像侦探一样，采用各种先进技术从那些杂乱和残缺不全的物品，如陶片、石器
、动物骨骼或植物孢粉来提炼远古人类生存环境和适应方式的信息，并从理论上来解读这些信息的文
化历史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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