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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和融合，使自身体系不断得以充实、发展和完善，并孳生出众多分支学科。
在这些分支学科中，科技考古学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不难看到，科技考古学的发展，日益深化着考古学的研究层次，不断拓宽着考古学的研究范畴，从根
本上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
14C测年方法的建立，使定性描述的考古学嬗变为定量表述的科学；孢粉、植硅体和稳定同位素等方
法的介入，使考古发掘的注意力从文化层延至周边环境和耕作层，奠定了农业起源研究的基础；而文
物产地与古代DNA分析，旨在探索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先民的迁徙路线，使复原古代动态历史的梦想
成真。
如今，科技考古学的重要性及其诱人的前景，似乎已毋庸置疑。
然而，关于科技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科技考古学，只有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也有学者认为，科技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但对分支学科领域的限定，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科技考古学涵盖了整个考古学的领域，另一种则认为，科技考古学和陶瓷考古学、冶
金考古学、农业考古学等一样，仅限于考古学的某一局部领域，即以物理、化学分析方法研究的考古
学领域，通常指陶瓷考古和冶金考古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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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分为绪论、上篇和下篇共三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论证科技考古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发展简史等；上篇重在介绍科技考古
学获取资料的基本方法；下篇主要叙述科技考古学研究过程中的基本内容。
本书适于高校考古、博物馆学专业和文物保护学专业教学使用，也适于相关专业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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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科技考古学的出现　第一节 考古学的发展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三节 社会发展的
需要第二章 科技考古学的基本含义　第一节 科技考古学的定义　　一、科技考古学的命名问题　　
二、科技考古学的定义　第二节 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　　一、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二
、科技考古学的目标 　第三节 科技考古学的作用　　一、深化考古学的研究　　二、促进交叉学科
的发展　　三、激发民族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四、秉承历史，为现代化和未来服务
第三章 科技考古学发展简史　第一节 萌芽期　第二节 形成与发展期　　一、形成和初步发展期　　
二、发展期　第三节 科技考古学前瞻　　一、逐步确立学科理论体系　　二、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　
　三、科技考古学方法的更新和完善　　四、科技考古学队伍的扩充第四章 科技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第一节 理论　　一、均变论　　二、进化论　　三、系统论　第二节 基本方法第五章 科技考古学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一节 科技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第二节 科技考古学与科学技术史
的关系　第三节 科技考古学与相关自然科学学科的关系上篇 考古探查、发掘与遗迹遗物的采集、保
存　第六章 考古勘探　　第一节 遥感与航空摄影　　　一、遥感与遥感考古的概念　　　二、遥感
与航空摄影考古的物理基础　　　三、遥感片的特性与判读　　　四、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的程序　
⋯⋯　第七章 水下考古　第八章 考古发掘中文物的采集与保存下篇 遗迹、遗物的分析研究　第九章 
考古测年　第十章 文物形态结构与组成的研究　第十一章 文物产地与矿料来源研究　第十二章生业
考古　第十三章 古代人骨的研究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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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科技考古学与科学技术史的关系人类在生活生产中创造着科学技术，其产生已久，但对
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却是比较晚近的事。
18世纪中叶，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科技史研究专著。
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全世界至少已有几十所研究科学技术史的专业机构，出现了100种以上的各种
科学技术史学术刊物，国际科学史、技术史学术交流会也经常召开，出版了许多专门著作，代表性的
有：英国科学家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美国学术联合会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美国库奥
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
同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也开设有科学技术通史课或专业课。
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科技史研究分科学史和技术史两部分，后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相互渗透、整体化
趋势的加强，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学产生了。
科学技术史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及不同历史时期中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寻求
科学技术内在规律及其发展动力的科学。
而科技考古学则用科学技术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考古遗存，透过“物”来探讨“人”的行为活动。
两者的概念截然不同，研究内容也有明显的区别。
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遗迹和遗物（包括出土和传世的）；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对象则包括各门
科学技术的综合史、分科史（或专门史）、国别科技史、断代科技史（某一历史时期的科技史）、科
学技术思想史、科学家和发明家及技术工程人员的传记研究等。
尽管科学技术史和科技考古学差异明显，但两者仍有密切联系，科技考古学中的古代科学技术可以作
为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对象。
有些人因此认为科技考古学应归属于科技史。
其实不然，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旨在揭示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发展动力和发展逻辑，而科技考古
学侧重于研究古代科学技术与古代人类的关系，一切都为复原古代人类的思想、生活、文化、经济等
服务。
还有，科学技术史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研究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重视现代和
未来。
科技考古学的现实意义没有那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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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教材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回想其成书过程，算来竟有了十几个年头。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正酝酿并实施编写一套关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丛书，定名为“中国考古
学序列”，邀请多位学者撰稿，计划编写二十多本，《科技考古学》即为其中之一。
90年代中期，一批书稿相继完稿，《科技考古学》亦于那时写成。
但由于出版社方面出版计划的变更而未能及时出版，这些书稿就搁置下来。
《科技考古学》初稿由我与郭妍利合作完成。
当时郭妍利在西安交通大学做教学工作，我们分别在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大学开设“科技考古学概论
”课程和与此相关的专题课，以《科技考古学》书稿作讲义有数年之久。
与我同在西北大学的刘成老师，也较早为文物保护专业及考古专业学生开设了“科技考古”课程，有
多年的授课积累。
2001年，教育部推出“十五规划教材”实施计划，自己当时想到不少高校都开设有这方面课程，但却
未看到有公开出版的专门教材，这是与人才的培养和学科发展不适应的，而且学生们也希望有一本可
阅读学习的书本。
鉴于此，我们将这一实际上作为教材使用多年的书稿以《科技考古学概论》为名进行了申报，得到批
准（被教育部批准列为“十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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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技考古学概论》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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