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考古学要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考古学要论>>

13位ISBN编号：9787806712344

10位ISBN编号：7806712348

出版时间：2004-01-01

出版时间：鹭江出版社

作者：佟柱臣

页数：559

字数：45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考古学要论>>

内容概要

２００４年４月佟柱臣先生的新作《中国考古学要论》出版，这部著作是杨迅文、任士英先生策划编
辑的“名师讲义”丛书之一，丛书包括费孝通、张岱年、林庚、林耀华、何兹全等多位文史哲名师的
讲义，《中国考古学要论》是其中的一部考古学讲义与论著。
    《中国考古学要论》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收入三篇讲义，１９５７年在北京大学讲的《考古材料的陈列》和１９６０年在南开大学讲
的《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新成就》，两者是那个历史时期学术见解的代表，也是博物馆学、考古学
发展史上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重要脚印；第三篇是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讲义：《中国东北
及周缘地区考古概论》，分量最重，约１７万字，这是迄今所见以考古史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所写出
的我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历史考古学最系统的要论。
    佟先生长期致力于东北考古学研究，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就在辽西发现了牛河梁遗址、夏家店遗
址以及燕长城赤峰段，１９５０年又同裴文中先生一起发掘了吉林西团山。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为了给研究生讲授东北考古学，佟先生将多年收集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以及自
己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分十一章讲授，这就是《中国东北及周缘地区考古概论》讲稿
的形成，以后又经佟先生的受业弟子靳枫毅整理，使之有可能结集发表。
    第一章“东北地区考古学史”，对梁思永、裴文中、李文信、金毓黻、罗福颐诸位先贤的业绩逐一
做了讲述，还系统地介绍了俄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在我国东北地区考古活动和发现；对日本人的工
作做了详细的说明，严肃地指出一些工作所具有的文化侵略性质；同时指出，一些保存在我们几个博
物馆的手里的材料，如有关“东省”（即从伊尔库茨克到海参崴地区）考古文物的俄文刊物、步达生
留在北疆博物院的石器等等，不要束之高阁，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材料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遗留
下来的古代文化遗产。
这是迄今对外国人在东北的考古所做的最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介。
    第二、三章系统讲授了东北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收获。
    第四至第八章讲了从西周到清初东北地区的历史与考古。
其突出特色是把广袤的东北地区上下数年错综复杂的民族、政治关系、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讲得清楚
而无枝蔓，把所有重要文物和考古发现都放在赖以产生的民族、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把“死”的考
古材料变成鲜活的历史见证；还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了史书上没有的信息，丰富了历史的内容。
这不论对东北史学还是东北考古学来说，都具有首创性，读者必将开卷有益。
    历史时期考古学着重讲述东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考古。
第四章讲述了汉及汉以前的东胡（及其后裔鲜卑、乌桓）、肃慎（汉称挹娄）、夫余等族的历史，为
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望海屯文化等提供了族属线索和文化背景；第五章讲授了三国两晋南
北朝隋时期东北地区所经历的政治变迁及民族的互动与融合；阐述了重要魏墓、晋墓以及诸如嘎仙洞
拓跋焘祝文石刻的重要历史意义；对同一时期高句丽的历史、高句丽山城、平地城、积石墓（如集安
好太王陵、其他贵族墓）、墓葬壁画所反映的民俗、汉文化影响、佛教文化影响以及其他佛教文物逐
项做了讲评；对鲜卑、室韦、勿吉—靺鞨的历史与考古也作了要述。
第六章专章讲授了唐代的海东盛国——渤海的历史与考古，既反映出渤海文化的繁荣昌盛，又把东北
、内蒙古、北京等地的有关重要发现置于唐王朝与渤海关系的大系之中，点出大唐与渤海“是一家”
的要义。
第七章讲授了东胡——鲜卑系的契丹族辽国和肃慎系女真族金国的久远历史及开国史、相互关系与存
灭，把有关辽上京（今巴林左旗内）、中京（宁城）、东京（辽阳）、南京（北京）、西京（大同）
以及其他辽国城址的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讲述得丰满多彩；对辽皇陵、贵族墓及其随葬品
、壁画，辽瓷及瓷窑，契丹文字，还有佛教遗存如寺院、辽塔、经幢、石窟、石刻等的发现及其重要
意义做了科学分析。
讲述了金五京、金界壕、金官印、女真文字、碑刻、书画以及对辽、金佛教遗存做出精到分析；还讲
到金朝末年在东北东部建立的东夏政权及有关考古发现，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对于后金国及清初的关东遗迹也做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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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元明清时期考古”着重于考古收获的讲授。
    有两个史观非常突出：一是提出民族融合的规律性途径：首先形成的是几个民族融合的共同体，再
到更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其途径如墓志材料反映的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以及契丹人、渤海人、汉人、
女真人的密切接触与文化融合；强调指出中央王朝文明、汉民族（如东汉末年幽冀移民、辽金时期的
“俘户”等）对东北各族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积极影响和巨大贡献；一是以科学、系统的考古证据
反复说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早已在金朝—东夏的辖境之内；翔实地论证了明王朝在
黑龙江口特林设置努尔干都司的史实和重要意义。
征引大量墓志、官印、珍稀古籍来考证著名的“敕修努尔干永宁寺记”等两大丰碑的内容，说明黑龙
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都归努尔干都司统辖，均属明王朝疆域。
清朝前身的后金国也已统辖着上述地区。
因此，在第九章“苏联远东考古”中，就明确指出“苏联远东考古”实际上是历史上属于我国的黑龙
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考古学。
对上述两大地区从旧石器时代直到靺鞨文化、渤海文化、金代女真文化的考古分别做了讲述。
    第十章“朝鲜考古学”，从旧石器时代一直讲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的考古成就，分析了
朝鲜半岛文化与中国东北地区文化的关系。
第十一章“日本考古学”，介绍了十九、二十世纪前期的日本考古学简史；从旧石器时代考古一直讲
到奈良时期，介绍了正仓院的收藏，并对此后的历史做了简述。
先生认为，古代对隋唐文化的吸收、近代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日本文化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书第二部分是从作者１００多篇论文中精选的十三篇。
包括作者２２岁时发表的长篇大作：《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昭示了对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志
向和功力。
有四篇是分地区、分文化研究新石器的结晶，对石器类别、型式、分布等作了定性、定量分析；对制
作微痕、使用微痕做了力学研究。
这在考古界是独一无二的。
还有细石器和新石器复合工具两篇专论；另有五篇宏观论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特征和中
国文明起源的道路，提出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三个接触地带论、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论等
理论。
最后是《我与中国新石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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