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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遗存的分类与文化归属、分期与年代、分布与文化因素构成等问题进
行了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地区夏商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族属等问题。
这些研究表明，夏商时期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分布着两类
以上的考古学遗存，本书对峡江地区内部各类遗存间以及峡江地区与外部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分析
。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民族学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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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早期的调查和发掘（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一）外国人的调查阶段（20世纪20年
代中期至30年代）这一阶段的相关调查工作主要集中在重庆境内。
1886年英人贝巴（C.F.Baber）入川游历，在重庆附近购得磨制石器二枚。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自然博物馆中亚探险考古队的纳尔逊（N.C. Nelson）等人曾于三峡地区发现
若干古文化遗址。
据郑德坤先生介绍：“奈尔逊氏在长江两岸调查极详，得史前遗址三十七处。
此批遗址所得石器，其共存情形可分为四阶段，或可代表四时期之遗物。
  第一期遗址五处，只有第一类打制石器发现；  第二期  遗址亦五处，其中只得第二类打磨石器者一，
而得打制及打磨石器共存者四；  第三期遗址六处，其中得打制石器与打琢磨石器共存者三，得打制
、打磨及打琢磨三类石器共存者亦三；第四期遗址二十一处，其中得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者六，得打
制、打磨与磨制石器共存者三，得四类石器共存者九，而只得磨制石器者三。
奈尔逊氏所得遗址，发现陶片者凡十二，而此十二处遗址，均属第四期产物。
据此可知四川陶器与第四类磨制石器有密切关系，且可证磨制石器为四川史前石器工业最新近之出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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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为“湖北省文物局三峡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
2001年，我硕士毕业后进入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工作，当时就想着要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展四川盆地
先秦时期的考古学研究。
不过，当时自己连续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是在重庆市云阳县的明月坝唐宋时期遗址从事发掘工作，所以
，我的这一愿望是在2003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才实现的。
2003年，我一入学，就和我的导师王立新先生商量我的选题，最终把我论文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峡江地
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这一课题的研究，从2003年至2007年，中间经历了四年时间。
因为平时还要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我的论文写作主要是集中在寒暑假时间完成的。
感谢导师王立新先生时时关心我论文的进展情况，我在长春的近一年半时间里，王老师和我一同探讨
了已发表的峡江地区这一时期的主要遗址，这对我后来进一步分析资料和论文写作都有重大的指导意
义。
尤其在论文修改定稿期间，王老师不仅在宏观上帮我调整论文的整体框架，还逐字逐句批阅审查，文
章中用错的文字和标点都一一指出，这让我非常感动。
我也深知这篇论文距离导师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我想我只有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继续努力，才
能不负老师的厚望。
感谢南京大学水涛先生在百忙中主持了我的论文答辩会，感谢林法、杨建华、朱永刚、水涛、金旭东
、霍巍、王然、余西云诸位先生在答辩和外审过程中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对诸位先生表示诚挚
的谢意，我会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消化和吸收这些建议并不断改进。
峡江地区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在逐渐增多，关注这一地区的学者也在不断增多。
由于最近两年我一直在忙于教学和其他的研究课题，所以这两年最新发表的考古发掘资料还来不及系
统纳入本书中，这让我深感不安，本书所用的考古资料截止于2007年5月，在此对读者表示歉意。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肯定存在许多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我会诚恳地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不断反
省、推敲和沉淀自己的认识，并会继续关注和参与峡江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把
我对于该课题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
我也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版本书的修订版。
在开展本课题研究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王立新、陈云洪、颜劲松等先生，姚军、周克林、罗运兵、常
怀颖等好友都给予诸多帮助。
同门的师弟、师妹对我帮助尤多，其中井中伟博士、王乐文博士、郜向平博士和蒋刚博士或帮我查阅
资料或对我的论文写作提供诸多方便之处，师妹张礼艳博士帮我翻译了英文提要，与师弟、师妹的交
流使我受益颇多，在此要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和深深地祝福！
感谢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中的很多都对我有过帮助，也谢谢他们的宽容和鼓励，是他们让
我渐渐适应了在成都的工作和生活。
感谢我的父母多年来对我学业和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无论我选择什么，他们都会默默地支持我，这也
是我不断努力工作和学习的巨大动力。
我的爱人夏微女士一面要忙于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一面又要精心料理我的生活，这本书的完成有她的
一份功劳。
最后，再次对所有关心、鼓励和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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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戊种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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