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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迄今确知的考古发掘材料，人类历史已有约300万年，而有文字记述的历史只是这历史长河中小小的
一段。
无文字的所谓史前史全凭考古学的田野发掘与研究。
即使在文字发明、使用以后，保存至今的文献所记录的也仅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部分。
另外，有些民族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字或未能保留下来本民族的成文史。
考古学则以其特有的物质实证材料揭示了历史上各人类共同体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化的线索及具体
情形。
我国目前确定族称的有56个民族，历史上则有更多的各时期的民族和人们共同体。
远古及古代各民族的先民是怎样在祖国大地上以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劳动，利用、适应和改造自然，创
造了各具特色的物质文明？
他们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信仰如何？
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的相互关系怎样？
不同的文化如何经过接触、交流、吸纳、优化而发展？
历史上的各族群对于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_的进程做出了哪些贡献？
具有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怎样逐渐形成的？
一系列课题是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有关学科共同探讨的问题，并已取得重大的成果，这些成果
中也有民族考古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民族科学的一支亲缘学科。
其研究领域是什么？
研究方法有何特点？
其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怎样？
这些问题是本书论述的内容之一。
边疆民族地区田野发掘和考古调查所积累的大量实物资料，各地区丰富的考古文化遗存，是民族考古
学工作的成果和民族考古学进行理论研究的物质基础，也为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人文科
学及自然科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构成本书的主要篇幅。
本书努力将重要的、典型的、最新的民族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提炼、概括，以利大家参考，是
为民族考古学概论。
还有两点应说明。
一是本书论述的时间范围。
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自然与近代以后无关。
各国家根据本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背景而有不同的考古学研究时代下限。
英国考古学下限时间为诺曼人人侵（1066年）；法国以加洛林王朝覆灭（987年）做下限；美洲国家多
以哥伦布抵新大陆（1492年）时间为下限。
中国的考古学年代下限，有认为应到宋代的，但一般说，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灭亡。
本书则依有关的考古学资料和各民族具体情形来处理时间范围。
二是空间范围的划分。
为了叙述的必要而划分几个大区域，但民族的分布有些是跨区的，有些民族更有大的迁徙或扩展。
如契丹、女真、匈奴、鲜卑等民族，在东北和北方乃至西北地区，都有考古遗迹分布；等等。
所以区域是按照民族考古遗存的主要分布地来划分的，是大致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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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民族科学的一支亲缘学科。
其研究领域是什么？
研究方法有何特点？
其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怎样？
这些问题是本书论述的内容之一。
 边疆民族地区田野发掘和考古调查所积累的大量实物资料，各地区丰富的考古文化遗存，是民族考古
学工作的成果和民族考古学进行理论研究的物质基础，也为历史学等相关的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史研
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构成本书的主要篇幅。
本书努力将重要的、典型的、最新的民族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提炼、概括，以利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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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青铜时代    三 秦汉以来文化遗址遗存  第五节 台湾考古    一 旧石器时代    二 新石器时代    三 金属时
代结语插图引用及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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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什么是民族考古学第一节 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及研究领域一 民族考古学形成的物质与理
论基础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一门新兴的民族学边缘学科。
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我国的社会条件、学术环境和总体的科技水平有密切关系。
1949年以前，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民族学和考古学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未能有进一步的开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进展，民族科研有了很好的社会条件。
特别从70年代末期以后，民族学科研和教学迅速地发展起来，达到很高水平。
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有关的民族科学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科研队伍不断壮大。
我国的考古学工作也经历着类似的发展过程。
1949年以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考古学队伍相当单薄，考古学本身尚未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
发掘研究主要偏重内地，而且也比较分散。
至于边疆民族地区，科学的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则是微乎其微。
其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扩展，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发展，考古调查发掘的规模相当巨大。
70年代以后，黄河中游以外诸文化的新材料不断涌现，一下子，简直使人眼花缭乱。
全国各省区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多处。
只有对全国范围的各原始文化做谱系性的研究，才能理出头绪、脉络分明。
考古工作乃逐渐推向边疆民族广大地区。
80年代以来，对于我国境内各古代民族文化遗迹和遗物的调查发掘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边疆民族地区的考古发现、发掘资料，多次入选全国年度重要考古发现和十大
考古发现。
这些资料使民族考古学确立在丰富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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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年前，我们应教学和科研的迫切需要，在一种难忘的心境和环境中撰写出版了《民族考古学基础》
。
原本期待抛砖引玉，遗憾的是迄今尚无同种论著面世。
然而这十年间考古学界的工作突飞猛进，民族考古学方面的资料不但大量涌现而且很多具有重要意义
，相当精彩。
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民族学领域重要系统理论的确立发展，这些都给人一种动
力，鼓舞着笔者孤军奋战，能够完成《民族考古学概论》这部书稿。
《概论》增补了近年田野发掘和民族考古学研究的新资料，并在结构和内容上有较大的改动。
“民族考古田野工作的实施”一章没有列入，因为学界已有田野考古专著出版，可资学习参考；增加
了“理论方法”一章，希望能对民族考古学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区域考古分论篇章
里，加强了各大区古人类和史前考古文化的内容，或立有专节。
所用资料至2008年5月。
《概论》能同读者见面，乃承蒙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赖炳伟同志的关注与付出，在此深表谢忱！
并向本书参考和引用论著的作者、专家们表示感谢。
《概论》的不当与错误，敬请大家指正，也预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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