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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12月28日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暨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新密市召开。
来自全国16家文物考古研究机构、4家文博考古刊物和10所大学文博考古院系以及日本驹泽大学等单位
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中国聚落考古以及新砦遗址的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内容涉及新石器时代各重要区
域的聚落考古研究、夏商周时期重要都城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聚落考古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新砦遗址
相关问题等诸多方面。
会议达成的基本共识有：聚落研究必须以分期为基础，必须与其他科技手段相结合，在确定聚落范围
大小时不能仅以陶片的分布为凭据，各地开展聚落考古研究时必须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具
体方法等。
这些认识必将对今后聚落考古的开展起到积极作用。
　　本论文集可供考古专业师生及考古、历史、环境等领域的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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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聚落考古的全面检验与广泛交流一一“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暨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
术研讨会”综述(代前言)  壹　会议致辞　开幕辞　欢迎辞贰  理论与方法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  　聚落考古研究中的环境考古问题　关于深化史前聚落考古研究需
要探索的一个问题　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论纲　中国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辨析　区域聚落考古的比
较分析　数学计算模型与二里头早期国家的疆域  叁  新发现与新探索　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区域
调查　渭河流域仰韶文化聚落状况观察　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反映的社会变革　解剖性发掘及其
聚落考古研究意义　龙门山地区史前遗址分布的地质学观察——5.12汶川特大地震对四川史前考古的
几点启示　金沙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认识　河南新郑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聚落考古新发现与初步认识
　河南淅川马岭遗址聚落考古的探索　淅川沟湾遗址仰韶文化环壕聚落的发现及其意义　郑州市聚落
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城址聚落的新发现与新思考肆　聚落研究与文明化进程伍　
新砦专题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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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值此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向前来参加大会的学者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30年前，在探索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变的热潮当中，新密市文化馆的魏殿臣先生、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发现并试掘了新密新砦遗址，从此，新砦遗址和以新砦遗
址主要内涵为代表的“新砦期”遗存，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
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不久，将“新砦遗址分期研究”纳入项目子课题。
1999～2000年，由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课题组，经过对新
砦遗址的再次发掘和研究，确认了争讼已久的“新砦期”的存在。
2002～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又把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研究列入该工程“聚落与社会”专题项
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攻关。
短短数年内，已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城址的城墙、内壕、外壕和浅穴式大型建筑等，使新砦聚
落布局初露端倪。
自2008年以来，双方在以新砦遗址为中心的双洎河上游开展拉网式聚落考古调查，目前新发现数十处
遗址，聚落群调查可谓首战告捷。
新砦遗址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让我们对30年以来参与新砦遗址发掘和
研究的诸位先生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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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的聚落考古肇始于安特生对仰韶村的试掘和安阳殷墟的发掘。
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致力于各地各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相对而言，对聚落考古的投
入不足，直到张光直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做了聚落考古的讲演之后，国内才渐渐掀起聚落
考古研究的高潮。
这当然与张先生的推动有关，不过也是中国考古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谱系建设之后，开
拓新的学术研究方向的必然选择之一。
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之后，中国考古学已经走出了以讨论考古学文化谱系为满足的时代。
聚落考古概括起来，大致有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单个聚落的研究。
研究者最终明白了一个遗址不等于就是一个聚落，特别是包含好几个文化的多层堆积遗址实乃包含若
干时期的聚落。
墓地也是聚落的一部分，因此对单个聚落的研究也就包括了对墓地的研究。
其次是开展聚落群的调查，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传统的，调查者沿河流、断崖寻找断面以发现
遗址；二是结合现代科技，进行所谓从国外传来的“拉网式”调查，后者虽然速度慢，而且有刻板、
教条之嫌，但是却比较细致，往往能够发现以往漏掉的遗址。
第三是做比较研究，即比较不同时期聚落群的变化或对全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进行宏观研究。
第四是做理论方法的探索，例如探讨聚落共时性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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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1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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