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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中讨论了中国复杂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
作者对从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前1500年的早期国家时代的考古材料，通过聚落形态和埋
葬模式两条主线，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类学的解读。

黄河流域早期国家的形成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其间举凡埋葬制度、手工业专门化、礼仪活动、战争、
贵族物品交换、气候变动和环境变迁等等，尤其受到重视和关注。
作者通过西方当代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截止目前为止的中国考古材料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和评估。
强调指出，中国史前社会的变化受许多因素影响。
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作者试图重建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过程，并讨论中国考古学对于理解一般社会
进化的理论价值。

作者兼具中西方教育背景，采用西方当代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考古材料进行梳理、整合和解
读，对于考察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点是尤其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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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付梓之前，文物出版社嘱我代表译者写几句话，交代本书的翻译过程。
这是一本集体合作的译著。
本书的翻译在征得刘莉教授并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后，即由我组织翻译。
具体分工如下：陈星灿前言、第八、九章  和参考文献谢礼晔第一章李新伟第二、三章乔玉第四、五
章马萧林第六、七章郑红莉插图这本书是在刘莉教授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虽然如此，其实完全是一本新书。
我个人觉得这是继张光直先生《古代中国考古学》（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版）之后，西方世界
有关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一本书，是综合最新考古材料，用人类学的眼光分析中国考古材料
的典范。
我们也许不会同意作者的所有看法，但我们必须重视她分析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本书200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承蒙刘莉教授的友情，我得先读为快，并在《读书》（2005年5
期，第29—36页）上发表了《何以中原》的书评，向中国学术界推介此书。
此后，即邀请各位同仁翻译此书。
承担翻译的同仁，多是刘莉教授的学生，对她的学术思想深有了解，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也
比较熟悉，相信译文虽不能达到信达雅的水平，但一定不至于离题太远。
尽管如此，翻译全都是在繁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之余完成的，各人对某些词汇的理解和翻译也不尽一
致，最后虽经刘莉教授校订，但错误一定是难免的，希望读者不吝赐正。
作为刘莉教授的朋友和多年的合作伙伴，我深知她全身心投入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所付出的巨大艰辛
和努力。
正是通过她及其他身在海外的众多青年考古学家的奋斗，现代中国考古学的成就才越来越多地被西方
世界所了解、所认识；而我们对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认知，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对中国考古
学的个案研究。
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
陈星灿200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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