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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古学通论”教材在全国有几个版本，编写过程中，我们均进行了学习和借鉴，并力求把近年的考
古新发现、新成果在教材中反映出来。
但由于水平有限，难免疏漏。
失误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考古学通论”课程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有质量更高的教材问
世。
    本教材的编写，得到有关组织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点．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兰州大学教务处
、西北民族大学教务处、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兰州大学出版社的有
关领导和专家，他们为本教材的出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没有他们的支持，此教材的改编、修订和出版是不可能按期完成的。
同时，我们还要向本教材所参考和引用的有关论著的作者及专家们，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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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
考古学的渊源虽然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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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
作为一门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
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
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节　考古学的基本涵义一、“考古学”名称的由来中国汉文中的“考古学”一词，是从欧洲文字
翻译来的，最初来源于希腊文，但它各个时代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
在古代希腊，“考古学”是泛指对古代史的研究。
17世纪，则指对古物和古迹的研究。
18世纪，一般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
到了19世纪，才指对一切古物和古迹的研究。
我国早在东汉时期就已有“古学”的名称，如《后汉书》中说马融“传古学”，贾逵“为古学”，桓
潭“好古学”，郑兴“长于古学”等等，这里的“古学”都专指古文经学，实际上也包括古文字学。
到北宋中叶，专门研究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的“金石学”诞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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