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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
林之学术著作。
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
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
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人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
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
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
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
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
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
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口”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
下缺)”表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阳>>

作者简介

李济（1896—1979），20世纪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史学家。
他于1918年由清华学堂选送留美，1923年在哈佛大学获我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工作。
一开始在南开大学教书，1925年回母校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任人类学导师，1928年10月在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任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
李济一生活动以主持我国近代考古学第一次田野工作——山西西阴村遗址发掘和领导河南安阳殷墟十
五次考古发掘最为著名，其为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作了重要的开拓工作。
李济毕生致力考古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室内研究和教学，共发表专著十余种，论文150余篇。
此外更主编考古发掘报告、学术集刊近80种，并主纂《中国上古史文集》。
1940年，他当选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
他一生培养了许多著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夏鼐、张光直、许倬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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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序言
第一章 甲骨文：最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
第二章 探索阶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初步研究
 1928年以前的私人挖掘
 搜集活动
 甲骨文字的出版和研究
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
第四章 安阳有计划发掘的初期
第五章 王陵的发现及系统发掘
 位置、规模和构造
 木椁
 早期盗掘
 祭品和“人牲”
 重要发现物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小屯的最后三次田野发掘
 地下居所和供贮藏用的窖穴
 十三、十四、十五次安阳发掘的重大发现
 车马葬
 地下档案库(H127)
第七章 战时继续研究安阳发现物所取得的成果
第八章 战后的学术工作条件及安阳发现物的研究
第九章 史前遗物和有关古代中国的传说
第十章 建筑风格：建筑遗迹和地上建筑物复原之设想
 地下建筑
 地面上建筑的复原
第十一章 经济：农业和制造业一一殷商王朝的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
 殷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手工艺、制造业和贸易
第十二章 殷商的装饰艺术
 陶器
 骨雕
 石雕
 青铜器
 纹饰艺术的起源及某些特征
第十三章 谱系、贞人和亲族关系
第十四章 祖先及神灵的祭祀仪式
第十五章 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
参考文献
李济先生学术年表
李济和他的《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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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法国科学家独立工作，仅与在巴黎的同事联系，而他们的论著仅以法文出版。
笔者有幸于1924-1925年在丁文江家里结识了德日进。
后来这位天主教科学家加入了新组织的中国地质学会，我们常见面。
那时，德日进在京、津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界已经闻名，被称为&ldquo;中国北方最年轻最有才干
的&lsquo;古生物学家&rsquo;&rdquo;&mdash;&mdash;这是德日进接受葛利普奖章时，葛利普对他的评
语。
　　德日进应邀为新生代研究室的正式成员，在周口店发掘中经常到那里去。
杨钟健是他在中国最密切的合作者。
比如他们曾合作进行对安阳发掘出土的动物遗骸的研究。
除对史前遗物作的出色研究外，德日进的主要兴趣似是专注于&ldquo;中国原人&rdquo;，他从地质学
和古生物学的角度进行此项研究。
1941年在北平时，他还以此为题写了一个研究专集，由北平的地质生物学研究所出版。
　　德日进在中国传播科学的影响确实是多方面的。
他讲话少，在科学研究中他的态度是堪为楷模的。
当笔者负责安阳发掘时，德日进和杨钟健曾来看望过我们。
他们在工地上停留了几个小时，仔细检查我们的工作方法和记录。
他碰巧拾到一块绿色的动物牙齿，说&ldquo;这是个虎牙，明显和青铜器埋在一起&rdquo;。
接着又看了出土的石器。
他默默地对&ldquo;所谓的绿石斧&rdquo;的标本注视了好大一会儿。
当问他对此的看法时，他说：&ldquo;这类石斧好像在华北分布很广，无论在华北什么地方发现它，都
是同一类岩石和同样的形状。
&rdquo;德日进是位田野科学家，虽然他沉默寡言，但可爱而又威严。
他无论何时说话，都表现出渊博的知识。
他思路敏捷，最重要的是他总使人受到鼓舞，有时也很诙谐和幽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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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阳》是作者李济在79岁高龄时撰写的其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
原文是用英文写作的。
该书堪称对殷墟10年考古史的全面总结，更是作者对中国甲骨文考古史的全面回顾。
作者在书中回顾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详细介绍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殷墟的挖掘和研究，并据
此阐述了自己对中国上古史和古史传说的一些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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