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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单个遗址和墓地的分组，到多个遗址和墓地的分段，再到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最后到诸多
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等几个不同层面的研究入手，分别建立了东北嫩江流域、辽西山地、辽西平原
、辽东南部、辽东北部、第二松花江流域、图们江流域等7个自然地理区域内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
化的编年坐标。
经过横向对比和整合研究，划分出了夏至早商、商代晚期、西周至春秋、战国4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
。
以纵横两方面研究为基础，构建了整个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从文化，
到文化系，再到文化区，最后到文化带等几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出发，分别确立了双砣子文化系、马城
子文化系、高台山文化系、夏家店下层文化系、小拉哈文化系、兴城文化系等6个文化系统。
通过考察不同文化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进趋势与活动范围的变化，发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考古文
化区，即“系列考古文化区”和“序列考古文化区”。
依据自然环境、文化特点、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将夏至战国时期的东北划分成了东西并列的
两个文化带，即“大兴安岭—燕山文化带”和“长白山—千山文化带”。
两大“文化带”和6个“文化系”的划分，对于进一步揭示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与
后来形成并见于文献记载的不同人群族团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有益的启示作
用。
　　本书适合于从事先秦考古、先秦历史、东北及东北亚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相关学科大中
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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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编年嫩江属黑龙江水系，发源于大、小兴安岭之间的伊勒呼里山
南麓。
北部源头为南瓮河，南流至三岔河附近注入松花江。
全长1089公里，总流域面积为283000平方公里。
右岸的7条支流均发源于大兴安岭东麓，由北向南依次为多布库尔河、甘河、诺敏河、阿伦河、雅鲁
河、绰尔河和洮儿河。
左岸的3条支流均发源于小兴安岭西麓，自北至南分别是门鹿河、科洛河和讷谟尔河。
流经的区域主要是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东部、兴安盟东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南部、黑河
市西部、绥化市南部、齐齐哈尔市、大庆市和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西北部(图一，1)。
 对嫩江流域夏至战国时期古文化遗存的认识，当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张忠培先生对吉林白城地区进
行的一次考古调查为最早。
通过这次调查所识别出来的“东山头遗存”和“长岗子遗存”，奠定了本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
化研究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前期，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肇源县的白金宝遗址，首次发现了属于“东山头遗存”的
原生堆积和独立单位，并在发表材料时将这类遗存另称为“白金宝文化”。
与此同时，吉林省大安汉书遗址的发掘，不仅进一步发现了“东山头遗存”和“长岗子遗存”共见于
同一遗址韵现象，而且找到了前者早于后者的层位学证据。
鉴于“东山头遗存”和“长岗子遗存”的文化内涵和年代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因此汉书遗址的
发掘者将它们重新定名为“汉书一期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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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