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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梳理了百年中国考古发展历程和考古教育过程，对20世纪一百年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了细
致的、简要的描述，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简史。
叙述了考古学的起源以及传入中国的过程；介绍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分时段叙述了中国
考古学作为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重要的考古成就等；对重要的考古学家的学术贡献做了通俗的介绍
。

本书内容丰富，既有考古学基本知识，又有田野调查发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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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买地券，又称“墓别”、“地券”，是指中国古代以地契形式埋在墓中的一种物品。
它是由买地契约演变而来的，似乎起于东汉，以后历代皆有。
东汉时期的买地券多刻于长条形铅板上，三国两晋多刻于砖上。
此后直到明清时期，多刻于砖或石上，曾发现纸质、铁和木质买地券。
买地券形态和大小与墓志相仿，有的还有盖。
 明器，又称冥器，是中国古代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各类器物。
它们多是模仿各种礼器或日用器皿、工具、兵器的形状，以及人、家畜、鸟兽等，还有车船、家具、
建筑物等。
所使用的材料有陶瓷、木、石、金属等。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历代墓葬中都有发现，宋代以后开始流行纸制明器。
 纺织品，是指采用麻、丝、毛和棉等纤维作为原料，纺绩加工成纱线后，经过编织和机织成为布帛，
统称为纺织品。
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丝织品，在距今3 200年前已经出现毛织品和丝麻织品。
中国的丝织品通过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亚欧各国。
 经幢，是指中国古代宗教的一种石刻。
创建于初唐，盛行于唐宋时期，元开始走向衰落，幢是梵名“驮缚若”的译名，原来是丝帛制成的呈
伞盖形，顶部装有如意宝珠，下面有长杆，置于佛前。
因为据说佛告诉天帝，如果将经书写在幢上，幢影映在人身上就可以不被罪诟污染，所以佛教徒多建
幢以作功德。
初唐开始出现用石刻模拟丝帛的幢。
幢一般分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均分别雕刻后叠置成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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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中国考古》内容丰富，既有考古学基本知识，又有田野调查发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其重要意
义。
大专院校文史专业师生和文史爱好者将会从中了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加深理解考古研究成
果及其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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