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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而且相对连续完整，故而她的文化遗存比其他国家更为丰富多彩。
中国物质文明史就是利用遗留在地上或地下的各种文化遗存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的一门学科。
    本书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为线索，撷取北京直立人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安
阳殷墟、先秦钱币、秦始皇陵、马王堆汉墓、四大佛教石窟、宋代官窑、明清紫禁城等留存于地上和
地下的著名文化遗存，以点涉面，以史带论，就中国的远古人类、史前文化、古代玉器、古代青铜器
、古代钱币、古代墓葬、古代纺织与服饰、古代佛教艺术、古代陶瓷、古代建筑等独特的物质文化展
开较系统的介绍和探讨，内容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农学、钱币学、矿物
学、冶金技术、纺织技术、陶瓷工艺、建筑工程等众多学科领域。
全书专题性与系统性兼顾，知识性与方法论并重。
每章之后还附有建议阅读论著目录，以便学习者延伸阅读。
通过对中国物质文明史的研读，有助于读者巩固和深化已有的文化史知识，更加形象、全面地认识先
民的创物史；也有助于读者形成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更好地掌握利用实物资料探索人类文明的门径。
    本书主要适用于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中国物质文明史的教学，也是历史、考古、文物工作者和爱
好者值得一读的专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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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第八章　四大石窟与中国佛教艺术　第一节　四大佛教石窟　第二节　中国佛教艺术的类别　第
三节　佛教的传人与中国佛教艺术的兴盛第九章　宋代官窑与中国古代陶瓷　第一节　关于宋代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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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　第一节　明清紫禁城　第二节　一气呵成的中国古代建筑　第三节　中国古建筑的主
要特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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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问题　　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问题，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热
门话题。
从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开始，西方就有学者从栽培植物的遗传变异和地理分布来研究农
业的起源。
如19世纪后半期瑞士植物学家德·康德尔就提出过每一种作物都起源于一定的地点，且起源地广泛分
布于世界各地的观点。
1926年，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在德·康德尔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全世界至少有西南亚洲（中亚细
亚）、地中海区域、东南亚洲和热带美洲高原4个作物起源中心的观点。
以后，随着考察地区范围的扩大和对考察材料的进一步分析，1935年，瓦维洛夫进一步从遗传多样性
中心提出了农业起源的8个中心，即中国一东部亚洲、印度一热带亚洲、中亚细亚、西部亚洲、地中
海沿岸及邻近区域、埃塞俄比亚一东非、墨西哥南部与中美洲、南美洲。
他认为这8个中心在古代由于山岳、沙漠或海洋的阻隔，其农业都是独立发展的，所用农具、耕畜、
栽培方法各不相同，每个中心都有相当多的有价值作物和多样性的变异，是作物育种家探寻新基因的
宝库。
之后，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对瓦维洛夫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农业起源有近东、中国、中美洲3个
中心和非洲、东南亚、南美洲3个非中心的体系。
　　20世纪中叶，由于在西亚发现了最早的农业遗存，于是，就有学者认为西亚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是
农业文化发生的摇篮。
也有学者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提出农业起源中心在东南亚的观点。
农业起源一元扩散论的观点一度较为流行。
这一观点认为农业首先起源于一个地区，然后像缓慢移动的波浪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
但是，在最近的四五十年间，随着中美洲、南美洲、北非、南欧、东亚和南亚等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
开展，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表明，人类在上述地区开始从事生产性经济的时间远比以往的猜测要早得多
。
不仅如此，不同地区作物类型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使得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起源可能是多源
的。
　　对农业起源地的判别，一般应满足一定的条件。
这些条件我们大致可能归纳为四点：一是必须发现最古老或接近初始阶段的可鉴定为栽培种的作物遗
存；二是这些遗存是应位于作物野生祖本的分布范围之内；三是具有适宜于作物被驯化栽培的气候和
降水、地形、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四是发现有人类文化的遗迹及农业工具。
根据这些条件，至少西亚与中东、中美洲、东亚、东南亚等地区都可能是相对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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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生通识教育:中国物质文明史(第2版)》以众多考古探险团所搜集的丰富资料为基础,研究了有关
纯属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问题，并且以中国考古学家们近年来发掘到的资料作进一步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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