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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年前，文物出版社的朋友们多次要我选编一本自己撰写的有关秦汉考古学的论文集。
当时，我原本是想等研究成果已有比较系统的体系时，才将自己的考古学论文分作三个类别来编辑成
书，即其一是讨论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其二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面貌的，其三是探索考古学文化的
族群归属及其相互关系的。
可是，出版社却一再催促我早日交出成书之稿。
无奈，只能改变初衷，选出一些讨论中国古代社会面貌和考古学文化族属关系的论文，集合成一本书
，这就是1985年出版的《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当《论集》出版后，原有想把讨论古代社会面貌和
寻找古文化族属情况的文章在以后分开编集成书的愿望，只能放在一旁，不去考虑。
但，编集考古学理论文集的想法，却依然在心中徘徊。
不过，一直觉得还没有形成独特的认识系统，根本谈不上出什么论文集的事。
但到了1992年底，当《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正式发表，并很快就引起国内
外不少同行的关注和议论时，我就感到自己所写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文章虽然不多，那篇《论纲》在
认识现有的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学中潜藏的本质方面，却的确已经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释体系。
当我得到这个估计后，终于觉得编辑一本自己阐述考古学理论之书的条件，已经出现，可以进行具体
化操作。
当这个想法和别人交谈之后。
有志于编辑这个文集的友人竟不止一人，而且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编书方针。
这反而使编书之事三经周折，耽搁了二三年。
最后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司的王然先生决心接过手来，编集并出版了《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
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书一出版，我最初想把自己的论文分成三大类来编集成书的愿望，其一就已经得到实现。
从此之后，如果再有讨论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新文章，就可以送到《考古学是什么》的增订本那里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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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反映了作者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关心点。
这个目标，可以说是作者多年的追求。
记得早在大学生时代起，就最注意用考古学来探索古代社会面貌的问题。
大概正因为这个愿望的根深蒂固，写文章时似乎总是愿意朝这个方向多作些分析或推测。
至于书名的开头为什么不加上“中国”二字，则是因为书中的头几篇文章和最末的二文，其讨论内容
都不是以“中国”为主的。
    44篇论文的顺序，大体是按照如下的想法来编排的。
开头的几篇是论述全人类或全中国的具有普遍性质的、并作了长时段考察而认识到的问题。
随后的文章，前面的一大部分是按照论述内容的时代早晚为序编排的，即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经
夏、商、周三代和东周，下及秦、汉至两晋。
再下面的文章，则依所述古文化的区域性而分类编排，其前面一部分是自长江三峡至成都平原的古文
化研究，后面一部分是从东北至西北地区若干古文化中的一些具体物品的研究。
全书最末的两篇文章是讨论秦代至魏晋时期日本古坟发生同中国古文化影响有怎样的关系的，这是日
本考古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既然说了自己的新看法，当然应该收入本书之中。
    对这个编排，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其中讨论辽东城图的一文，研究对象虽然出在朝鲜平安南道顺川
郡龙凤里的古墓中，但墓中壁画所绘的辽东城，却是在我国辽宁省的辽阳市境内，因而还是当作研究
中国古文化的材料来安排论文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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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考古学体系与人类历史进程关系的新思考人类进步过程中物质、精神、社会
三方面的关联性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1987年初夏在《中国美术史·秦汉篇
》讨论会上的讲话五千年中国艺术的文化基础中国古代文化的离合及其启示中国早期的“模制法”制
陶术含山凌家滩玉器反映的信仰状况凌家滩璜形玉器是结盟、联姻的信物喀左东山嘴遗址是红山文化
部落联盟的祭祀场地陶寺遗存的族属丁公陶文是已亡佚的东夷文字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
—致“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由夏文化探索引发出的考古学文化与族
群关系的争论中国考古学中夏、商、周文化的新认识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
背景的新思考“神面卣”上的人格化“天帝”图像平王东迁以后的西虢墓地楚文化中的神与人考古学
理论的进步与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前景关于楚文化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的新认识江阴佘城城址的发现
与早期吴文化的探索——在江苏江阴高城墩、余城遗址研讨会上的发言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秦汉考
古学文化的历史特征秦汉青铜器概论汉画像石概论中国古墓壁画内容变化的阶段性——“’96河北古
代墓葬壁画精粹展”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汉末、东吴、两晋的鄂城铸镜业高句丽时期的辽东城图三峡
地区的古文化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谱系中的位置及三星堆遗址的古地望。
“三危”地望的新揭示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
长江上游古巴蜀信仰及其文化背景的探索关于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三峡与四川考古新收获
以及对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新思考内蒙古西部古代狄人文化的推定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为两支东夷
遗存蝴蝶翼状短剑与错金几何云纹剑西周铜剑的渊源“王侯合昏锦”与“五星出东方”锦对推测尼
雅95MNl号墓地中M3与M8墓主身份的启示日本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中国魏晋墓制并非日本古
坟之源附录：俞伟超学术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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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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