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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杨建华的这本书，是花了三年多时间写成的。
我很高兴的是，她在近年把研究的重心，从遥远的西亚移到了中国的北方，这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
可以和她一起讨论我比较熟悉的考古学问题，对我的研究无疑有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应该说，中国先秦时期的北方考古又增添了一名生力军。
　　这本书的基础是她在2001年初夏答辩的博士论文，后来以《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形成初探》
为题发表在2003年5月出版的《燕京学报》新十四期。
那篇论文是我指导的，但基本见解都是她的，和我的看法并不一致。
我印象最深的三点：一是她通过很细致的排比和分析资料，把长城地带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的遗存统
一分了期，提出了“前双鸟回首剑的时代”、“双鸟回首剑及其变体的时代”、“立体和浮雕动物纹
饰时代”这样三个大时段的划分法。
这使原来《鄂尔多斯青铜器》所拟构的分期体系受到了重大冲击。
而且，她在分期中试用的contextual seriation方法，可能会对一直只用器形渐变序列排队的中国考古界
，带来些许清新之风。
二是，因为有了较细的分期为依据，总结出了长城地带从早期的分属不同历史文化区，到中期的各地
实用性器物出现了极大的相似性，到晚期的装饰风格也达到高度一致。
这一趋势的描绘或许还不大全面，但很有启发性。
三、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的游牧化程度，提出了“整个北方地区的西部，即内蒙古西部和甘宁地区(庆
阳除外)的游牧程度最高，北方地区的东部游牧化程度不大发达”。
这就比我在1992年写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对长城文化带的认识，要大大
深入了一步。
　　论文答辩通过之后，我知道她一直在修改和充实，但详情就不清楚了。
这次出版前又粗粗读了一遍书稿，感到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除了补进了陆续发表的新资料外(最新
的是《文物》2003年7期上甘肃清水县刘坪的器物)，对一些有疑问的器物群的断代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
特别是针对答辩时李伯谦、方起东等先生指出的研究视角不够宽的问题，努力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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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一种。
通过对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的研究，将整个文化区划分了三个阶段，反映了短剑、饰牌等典
型器物的萌芽、兴盛和衰退的过程以及社会发展水平；并在次基础上从生业技术、文化认同与传统观
念方面讨论了北方文化带的形成过程；最后从欧亚草原牧业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的大背景中考察北方
文化带的自身特点以及与周邻文化交往对文化带形成的作用。
    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是与中原从封国到帝国的同意同时发生的，具有同样重要
的意义。
这个过程说明匈奴联盟是在许多小族团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不同亲缘历史文化区融合为一个社会经济
文化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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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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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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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望着即将寄到文物出版社的这个书稿，我必须说些什么。
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中，我为什么在东周时期的长城地带和燕山南北地
区投入了六年多的时间。
这要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说起。
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是西亚史前考古。
在我攻读硕士学位从事西亚考古研究时，我的导师张忠培教授曾鼓励我从西亚向中亚和欧亚草原扩展
，研究中国与外界的文化联系。
当时觉得这个目标太遥远了。
　　在硕士毕业后的第十四年，我通过攻读博士学位将研究方向从国外转到了国内，从新石器时代扩
展到了青铜时代。
一是想在先秦考古方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学习，二是想了解先秦文献。
在学习中，我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考古产生了兴趣，这大概与我的导师以及吉林大学长期研究的方
向有关。
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完全是源于一摞陈放在考古系资料室卷柜中二十多年的张家口白庙墓地的卡片。
这是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考古队主持、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参加的一次发掘。
有趣的是，当年也曾参加资料整理的我在二十年后才认识到这批资料的价值。
我的视野从白庙墓地扩展到整个冀北地区，又向西扩展到内蒙古、甘肃和宁夏，由此看到了这条文化
带的形成过程。
　　从1997年到2001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我首先应当感谢我的导师林坛教授这四年来对我的教诲和对论文的指导，林先生既在学习上对我严格
要求，又在学术观点上尊重我的看法。
其次是那些帮助过我的师长、外国同行和同事：乌恩老师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外文资料，林嘉琳教
授、关玉琳女士、梅建军博士和水涛教授为我查找并复印了国内缺乏的重要外文资料，我的同事滕铭
予和郑君雷在我对秦文化与燕文化的了解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另外我还要感谢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成立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从资料、科研设备到服务都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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