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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20世纪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考古学:主要作者生平及著作目录索引》内容包括：滨海地区、
阿穆尔河沿岸考古学专著与多层遗址报告、旧石器时代及其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新石器时代、古
金属时代、中世纪时代、17世纪俄罗斯居民遗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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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罗斯）H.A.克柳耶夫 译者：宋玉彬 刘玉成 张桂兰 等 注释 解说词：余静 冯恩学 李有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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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言
第一部分 学者传记
编者的话
第二部分 著作目录索引(1851-2000年)
编者的话
一、田野考察报告
二、文献
1．通论
(1)考古学史、考古学研究机构
(2)考古学及其毗邻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3)科普文献
2．滨海地区、阿穆尔河沿岸考古学
(1)专著与多层遗址报告
(2)旧石器时代及其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
(3)新石器时代
(4)古金属时代
(5)中世纪时代
(6)17世纪俄罗斯居民遗存
第三部分 索引指南
一、人名索引
二、地名索引
三、学科及研究领域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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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8年10月3日，阿·巴·奥科拉德尼科夫出生于伊尔库茨克省兹纳缅斯克乡康斯坦丁诺夫希纳村。
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伊尔库茨克师范技术学校，1929年考入伊尔库茨克师范学院历史系，从此确定
了学术研究领域，考古学成为其终生事业。
在伊尔库茨克市，阿·巴·奥科拉德尼科夫曾在西伯利亚著名考古学家布·埃·别特利的领导下工作
。
1934年考入国立物质文化史科学院研究生班（列宁格勒），并于1938年毕业。
在佩·佩·叶费梅科指导下，通过了题为《安加拉河谷地新石器时代墓群》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1938-1961年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的研究人员，1949-1953年任该部主任，
其后几年，改任旧石器时代部主任。
1947年，因其所著《雅库特人历史概述——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并人俄罗斯国家》而被授予历史学博士
。
1961年阿·巴·奥科拉德尼科夫迁入新西伯利亚市，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这里，充分展示了他作为学者、学术带头人及教师的才华。
1961-1966年任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机构、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同时兼任该研究所人文研
究部主任。
1962年被授予考古学教授称号，成为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通史教研室主任。
1964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1966年12月，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哲学研究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所长，在此岗上
工作至生命终结。
196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1981年11月18日，阿·巴·奥科拉德尼科夫辞世，留存下大量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化遗产，同时培养出
一大批学生，其中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的学生继承着他的事业。
阿·巴·奥科拉德尼科夫在俄罗斯远东南部所从事的考古学研究，在其学术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项工作始于1935年。
1953年以后，阿·巴·奥科拉德尼科夫成为远东（北亚）考古考察团的常任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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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10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学术代表团访问吉林省期间
，H.A.克柳耶夫先生将其新作《19-20世纪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考古学》赠送给笔者。
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此书是了解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考古学信息的一个窗口，应该向中国学术界开启
这扇窗口。
但因忙于西古城城址发掘及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只好暂且搁置了此念头。
2007年10月，随着《西古城》考古报告出版，翻译《19-20世纪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考古学》的念头再
次牵扯笔者“不安分的心”。
但毕竟已经事隔3年，当年的冲动已经趋于平态，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疑虑：毕竟此书仅仅属于文献的
目录索引，即使翻译成中文，恐怕我国学者也无从查询其中的具体内容。
带着这种困惑，笔者回到母校吉林大学同自己的一些授业老师谈及此书的内容及本人的想法，反馈回
来的多是肯定性的支持意见。
由此，最终促成了此书中文版的问世。
当然，其中也包括原书作者H.A.克柳耶夫先生对其著作中文版权的慷慨转让。
在中译本序言中，H.A.克柳耶夫先生已经谈及本书的意义，对此，无需赘言。
中文版《19-20世纪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考古学》的译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11月，它是集体合作的结晶
：解峰先生承担了“中译本序言”的翻译工作；张桂兰女士承担了本书第一部分“学者传记”的翻译
工作；笔者与刘玉成先生共同承担了本书第二部分“文献索引”的翻译工作（笔者——俄文部分、刘
玉成——英文部分）；杨春女士承担了“索引指南”的翻译、核对工作。
其中，刘玉成、解峰、杨春是笔者的同事，属于“志同道合”；毕业于吉林大学俄语专业的张桂兰女
士介入此事，则完全是碍于笔者的“老乡情面”而援手相助。
在翻译过程中，一些难点问题得到了俄罗斯学者A.JL.伊夫里耶夫副博士、日本学者小蝎芳孝教授、韩
国首尔大学宋基豪教授、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杨振福研究员等学长的“答疑解惑”；应笔者之邀，吉林
大学冯恩学教授、李有骞博士对初稿的俄文部分、余静博士对文稿的英文部分进行了校对工作。
在准备将书稿交付文物出版社之际，考虑到本书的索引性质，为了便于学术界查询每一条文献的准确
出处，又临时决定将文献原文逐条附于中译文之后，并委托谢峰先生完成了此项枯燥难耐的著录工作
。
同时，为了尽可能地保证译文的质量，避免在有识之士面前裸露出过多的纰缪，笔者再次求助于张桂
兰女士，恳请她对俄文条目进行了重新校对。
种种缘由，致使本书拖至今天方始面世，有愧于H.A.克柳耶夫先生的信任与嘱托。
最后，希望中文版的《19-20世纪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考古学》能够让我国学术界感受到些许的“窗口
”作用，我们的一切努力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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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20世纪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考古学:主要作者生平及著作目录索引》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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