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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昙石山文化是由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它的发现与研究，是福建同时也是我国东南沿海
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我国新石器考古学文化中，昙石山文化固然不是处于核心或主体地位，但它仍然具有不可或缺和特
殊的意义：丰富多彩的中国新石器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是多样又是统一的。
它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体，其外围又有许多周边文化与之相联系，“从而构
成为一个向心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
昙石山文化虽然只属“周边”文化之列，但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在史前时期，已有许多居民采食海贝等物，从而在海边河口形成了许多贝丘遗址，是海洋文化的最早
遗存 ”。
昙石山文化是分布于福建闽江下游f临海地带的贝丘文化，堪称是该类遗存的典型代表。
深入研究昙石山文化，对于认识该遗存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了解创造这类遗存居民的生产生活的
特有方式和文化习俗，无疑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我国东南、华南至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古文
化，存在着许多共性，关系极为密切。
探讨这种关系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过程，海峡两岸的台湾和福建的史前文化研究，至少是其中关键之
一。
张光直先生早已指出：“台湾海峡的考古可以说是建立了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其重
要性远超于中国境内范围之外。
”作为海峡西岸福建的主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昙石山文化研究，其意义当然也远远超出昙石山文化本
身。
 钟礼强先生是福建武平的农家子弟，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
二十多年来，持续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兼任过党政职务。
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
系统讲授过《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通论》、《中国东南区考古》等课程，长期带领学生
进行田野考古实习，足迹遍及长江区域及其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
在田野考古教学中，更是一丝不苟，言传身教，成效卓著，有口皆碑。
正是在这种长年教学实践中的日积月累基础上，写成了《昙石山文化研究》这一力作。
 对于本书稿，未逐细读，对它的学术价值，当然不应妄加品评。
但在匆促浏览之后，仍然给我留下这样两点印象。
其一，昙石山文化的研究已经走过半个世纪了。
半个世纪以来，已有多处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资料也颇为丰富，但发表资料的方式却比
较分散，至今尚无一部专著问世。
有关研究的文章也已经发表不少，但都分散在各专题研究中，且其中的见解，众说纷纭，单就昙石山
文化的含义，至少就有四种不同的界定。
本书把前此分散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集中起来，按一定的方式给予述释。
这应该说是对昙石山文化研究成果的集结，也为未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因此说它是昙石山文化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综合性论著，也不为过。
其次，全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叙述昙石山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程。
第二至第七章，运用考古学文化的分析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昙石山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
特点，构成本书的主体。
最后两章，是在其主体内容的基础上，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对昙石山文化居民的种族特征、聚落形
态、社会组织、宗教艺术等加以探索。
从这个角度说，本书又可放在考古人类学论著之列。
对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这种研究方式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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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可能有助于史前考古学研究摆脱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困惑，以期逐步实现复原远古人类社会生活
真实面貌这一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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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礼强，1950年生。
厦门大学生历史系毕业从事史前考古、中国东南区考古与民族等教学和研究，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
出版合著《闽台考古》（陈国强等主编）、及在《考古》、《民族研究》、《厦门大学学报》、《中
国社会经济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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