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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从事考古工作20余年，发表论文80余篇。
本书从中选取33篇，分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商研究、铁器与冶金术和文化遗产四个专题。
    商研究是作者主要的科研领域，收录相关文章18篇。
其中1993—2003年发表的一组10篇文章（包括两篇简报）相互关联，反映了作者围绕“中商文化”展
开田野考古活动并最终发现洹北商城的完整思路。
文化遗产研究是作者参加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获得成功后拓展的新科研领域。
    本书适合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博物馆学等相关专业以及文化遗产等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高
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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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际根，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UCL），考古学博士。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唐际根博士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
主持发现埋藏地下3000余年的商王朝中期都城（洹北商城），参与殷墟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并取
得成功，完成殷墟博物馆陈列设计，促成司母戊鼎回归安阳故里展出。
唐际根博士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著有《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中国古代矿冶简史》，合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
研究》、《安阳殷墟出土玉器》，合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徽识与图像解读》，又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夏鼐考古学奖”一等奖专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主要执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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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被阅读的历史与被感知的历史　考古学·民族主义·证史倾向　作为考古学
的考古学　欧美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与所谓“理论流派”　傅斯年与中国早期考古学　殷墟早期田野工
作的得失　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延滞现象和“边缘化效应”　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文明进程
的基本估计　重建公元前16—前11世纪中国史的过程及其经验商研究　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
　1997年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发掘简报　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　豫北冀南地区的中商遗存
与盘庚以先的商都迁徙　中商文化研究　安阳殷墟保护区外缘发现大型商代城址　洹北商城的发现与
初步勘察　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　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　安阳殷墟宫庙区简论　殷
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　殷墟家族墓地初探　殷墟商代墓葬出土海贝的统计学分析　殷商时期的“落
葬礼”　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与商代安阳地区的气候变化　殷墟玉器的发现与整理　商时
期赣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格局　二十世纪英文刊著中的“商研究”铁器与冶金术　中国冶铁术的起源问
题　中国古代的铁三足架　先秦两汉时期铁器的生产应用与社会发展进程问题文化遗产　立足遗址“
核心价值”，大力推广文化景观建设　追踪殷墟文化的世界意义　殷墟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认
知、保护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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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被阅读的历史与被感知的历史2003年8月8日，笔者与一名考古学家和两名地质学家
同行，前往太行山东麓河南境内的丘陵地带调查。
在安阳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漳河岸边，我们找到一个名叫渔洋的小村庄。
该村依水临峰，风景秀丽，现有人口约3200人。
我们驾驶着切诺基汽车从南往北向村庄靠近。
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片红砖砌起来的房舍，多数是两层建筑，还有一些尚在建设中。
正在轰鸣的搅拌机和停靠在一旁的摩托车展示出当代社会的生机。
一堵尚未拆除的旧院墙上，朱红色的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留下了“文革”岁月的痕迹（图一）。
汽车穿过狭窄的小路将这片房舍抛在后面，前面忽然出现一座拱形门洞。
平卧叠砌的青砖和门洞上的粗大老树足以说明这不是当代建筑。
在门洞旁，我们找到一方嵌在青砖中的石碑。
上面清晰地刻有“乾隆五十五年”字样。
细阅碑文，获知拱形门洞最初是明代所建（图二）。
这样的拱形门原有4个，分别建在村庄的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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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限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商研究、铁器冶金术、文化遗
产这四个领域。
 理论思考方面有梳理或评论西方考古理论的文章，也有作者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商研究是作者提
出和论述“中商文化”的一个完整思路的反映；冶金术内容涉及当前铁器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文化
遗产部分是作者对为期5年的殷墟申遗工作的总结以及作者近年对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思考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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