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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1年我们曾组织几位从事考古学教学和研究的同仁编撰了一本《中国考古学通论》。
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原来出版
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书已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因此，我们重新组织了一批在考古学教学和研究
方面颇有成就的同志编撰了这本《中国考古通论》。
《中国考古通论》一书的编撰分工如下：第一章“概论”、第二章“中国考古学简史”、第三章“中
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第四章“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述”、第五章“中国各地区主要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等，由张之恒撰写。
第六章“夏商周考古”，由陆勤毅、周崇云、陈声波撰写。
第七章“战国秦汉考古”，由刘兴林撰写。
第八章“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第一节“概述”和第二节“城址”由贺云翱执笔；第三节“墓葬”
中除“帝王陵墓”部分由贺云翱、符永利、郭怡撰写外，其他均由符永利完成；第四节“遗物”中“
瓷器”部分由贺云翱执笔，“墓志和地券”、“铜器”、“钱币”、“玻璃器”由符永利执笔，“金
银器”由邵磊、贺云翱、符永利共同撰写；第五节“佛教遗存”中“早期佛教遗物”由贺云翱执笔，
其他部分都由符永利执笔。
第九章“隋唐五代考古”、第十章“宋元明考古”，由夏寒撰写。
全书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张之恒教授统稿。
由于受学术水平的限制，书中可能产生错漏，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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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1年我们曾组织几位从事考古学教学和研究的同仁编撰了一本《中国考古学通论》。
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原来出版
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书已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因此，我们重新组织了一批在考古学教学和研究
方面颇有成就的同志编撰了这本《中国考古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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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概论  第一节　考古学的基本涵义    一、考古学的定义    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三、考古学对
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考古学文化    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涵义    二、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三、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　考古时代的划分    一、石器时代    　（一）旧石器时
代    　（二）中石器时代    　（三）新石器时代    　（四）铜石并用时代    二、青铜器时代    三、早期
铁器时代　第四节　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    一、考古调查中应注重的问题    二、考古发掘中应注
意的问题    　（一）考古调查中发现的遗址或墓葬    　（二）考古发掘中的地层研究    三、遗址的发
掘    四、墓葬的发掘    五、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资料的整理    　（二）报告
或简报的编写　第五节　考古学的分支    一、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    二、田野考古学    三、几种
特殊门类的考古学分支  第六节　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与第四纪地质学的关系    二、与考古
动物学的关系    三、与考古植物学的关系    四、与体质人类学的关系    五、与民族学的关系  第七节　
文化年代的确定    一、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二、利用自然科学测定绝对年代    　（一）放射性碳素
断代    　（二）古地磁断代    　（三）热释光断代    　（四）树木年轮断代    　（五）铀系法断代  第
八节　  自然环境对古文化的影响    一、自然环境对古文化面貌的影响    二、自然环境对古文化发展速
度的影响第二章中国考古学简史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金石学    一、金石学的萌芽期    二、金石学的形
成期    三、金石学的兴盛期　第二节　近代考古学的传人和中国考古学的萌芽    一、19世纪欧洲近代
考古学的主要成就    　（一）“三期论”的确立和“类型学”的开端    　（二）旧石器的发现和史前
考古时代的分期    二、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和中国考古学的萌芽　第三节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    
一、1937年以前的中国考古学    　（一）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为中心的旧石器的调查和发掘    　（二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三）商周至唐宋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二、1937—1949年的中国考
古学　第四节　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考古队伍的壮大和发掘水平的提高    二、旧石器时代
考古学的发展    三、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    四、商周考古学的发展    五、秦汉至元明考古学的发
展第三章　旧石器时代第四章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述第五章　中国各地区主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第六章　夏商周考古第七章　战国秦汉考古第八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第九章　隋唐五代考古第十
章　宋元明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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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任务是根据古代人类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和文化遗迹研究人类古代历史。
考古学产生得很早，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
作为一门科学的近代考古学，是以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为基础的。
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
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有一套很完整和严密的方法论，其基本规则是考古发掘中的地层学和考古资料整
理中的标型学即器物形态学。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是考古学诸分支中较重要的三个分支学科。
第一节 考古学的基本涵义一、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它
和“狭义历史学”一样都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所不同的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资料，狭义历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文献资料。
考古学只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近现代文化遗存不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是通过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获得的。
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要经过室内统计和分类，再编写成考古报告和综合研究才能成为用于研究的资料
。
不是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资料，由于所获得资料的文化时代和地点无法确定，其资料的科学性远不如调
查的考古资料和发掘的考古资料，用非考古学资料所进行的有关研究，只能称为“金石学”和“古器
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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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考古通论》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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