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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笔者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大量与民国时期考古学相关的著述、回忆录、
信函、日记、报刊杂志、档案以及田野发掘报告等史料，重新探讨留学生作为整体学术力量，在中国
考古学从书斋到田野的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
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及附录四大部分组成。
其中正文部分主要探讨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学科渊源，留学出身考古学者群体的形成，留学生与民国
时期考古学的体制化建设，留学生构建中国近代考古学理论的尝试以及留学生与本土考古学者比较研
究。
 　　文章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特殊的专业社群，透过这个专业社群在民国时期的具体考古学学术和活动
来审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历史，能够给予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一个全新的视角。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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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玲，河南南阳人。
1991-1995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任教于河南大学历史系。
2004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8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及博物馆学系，主要从事考古及博物馆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已发表《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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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哈佛研究生杂志》上登出，不久又被《中国留学生月刊》转发。
当时，罗素正在修订其Problems of China（《中国问题》）一书，读到李济的论文，“从中看到了许多
有启发性的见解”，随即作了大段的征引。
罗素此举使李济一下子出了名。
1923年，李济以”the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Inquiry”（《中国民族的形成》
）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李济之后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梁思永，广东新会人，为梁启超之次子。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同年公费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考古学，1930年获
得哈佛大学考古学硕士学位。
1930年回国后参加史语所考古组工作，在主持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时，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判定仰韶、龙
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提出“三叠层理论”，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使西方考
古地层学开始了中国化。
因此被称之为“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
留学期间，巧合的是梁思永与李济师从过同一位导师——狄更森。
因为留学时间与研究方向的不同，梁思永在考古学学习方面比李济更加专业，所学课程中考古学所占
的比例更大，但限于资料的缺失，无法深入分析。
从梁思永与其父及李济的通信中，可以了解到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参加过多次考古发掘实践，1927
年他参加了由基德尔主持的著名的派克斯遗址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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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此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在即将出版之时，回想论文写作过程的点点滴滴，感触颇多
。
从论文选题到修改出版，整个过程我都受着我的业师李喜所先生的严格而悉心的指导，先生的道德文
章和达观处事方式都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此我首先想对先生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2004年，承蒙先生不弃收我于门下，使我得以再回母校继续学习。
选题时先生结合我有过考古学学习的背景指导我选定留学生与民国时期的考古学为毕业选题。
写作中，每遇困难，先生就会热心指点，从资料搜集到论文框架搭建先生都一一严格把关。
可以说没有先生的严格要求与耐心指导，愚钝的我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写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大华研究员，吉林大学宝成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田涛
教授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对论文进行了评审。
郑大华研究员、田涛教授，南开大学元青教授、侯杰教授、李喜所教授，组成了论文答辩委员会。
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成员都对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论文写作期间我还得到了我硕士导师李振宏教授、郑慧生教授以及大学时老师梁吉生教授、刘毅教授
的无私帮助，郑州大学韩国河教授在工作上给予我很大的关照，在此向这些长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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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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