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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是考古学传入并诞生于中国的时代，是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发展和继续发展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学者们，曾经就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现、
研究及其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进行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其前身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历史发展的主要参与者、见证者。
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当今中国国家级惟一的考古科研机构，将百年来考古学
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作一回顾、总结和研究，并对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作一展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学
术责任。
基于上述考虑，1996年我们考古研究所审时度势，提出编著《中国考古学》计划，通过充分论证，这
一计划先后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以及“十五”国家重点
图书规划项目。
《中国考古学》各卷分别对不同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研究。
从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大致划分为近代考古学传人时期和中国考古学诞生时期
、形成时期、发展时期与继续发展时期等几个阶段。
1.近代考古学传入时期（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外国殖民者对
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文化渗透也接踵而来。
这种文化渗透的表现之一，就是外国人到中国的“寻宝”活动。
他们采取的形式大多是以探险队、考察队名义进行活动，其中欧美国家的探险队或考察队多在我国新
疆、甘肃、内蒙古等西北地区活动，日本的探险队、考察队多在我国东北地区和台湾等地活动。
上述活动，一方面使大量中国古代珍贵历史文物被劫掠到国外，另一方面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也随之
传人中国。
这一时期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和“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的重大发现，成为中国
学术史从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重要契机；使从“层累地造成的中
国史”走出的“疑古”学者们，看到了“释古”（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考古”的科学曙光。
考古学成为学术界倍加关注的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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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重点突出地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80余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
。
本书的主体，以年代先后为经，以不同地区文化遗存为纬，纵横结合，构建了全国各地不同时期新石
器时代文化的时间、空间和内涵框架体系。
时间方面，把大约公元前100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按年代早晚和发展演变脉
络，大致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四个时期。
空间方面，以黄河流域、北方地区、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四大区域为第一层次，再在四大区域内划分
不同地区为第二层次，然后以不同文化遗存为第三层次。
内涵方面，在介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尽可能提供该文化全部的信息，同时注意
勾画若干重点文化区的文化谱系与文化关系及其重要发展成就；又在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的北南
大区所分六章之末，都各列一节，来总结该时间段该大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总的发展水平和面貌。
本书首尾还有四篇专论，分别是综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历程，以了解其学术史的一个侧面；
从地貌和气候两方面阐述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状况，以了解当时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地理背景；对新石
器时代居民的种系研究，重点了解先民的体质形态类型和种族演变；最后总体考察中国新石器时代，
探讨了社会发展诸阶段的概况和文明起源问题，证实连续、多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孕育了日后中国古
代文明的辉煌。
    本书对从事考古学、先秦史学、民族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等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均具有较
高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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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考古学》总序绪论第一章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自然环境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第三章  新石
器时代中期文化第四章  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第五章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新石器
时代晚期文化第六章  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第七章  长江流域和华南、西南地区新
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第八章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研究第九章  中国新石器文化总考察和文明起源探
讨附录1  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文化年代简表附录2  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文化年代测定数据后
记插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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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最后在1943年总结性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面对龙山文化和中国西北地区的史前考古
新发现，又经反复对比研究了中外彩陶等等，安特生最后的结论是，认为在现阶段资料有限的情况下
，对中国彩陶源流及其与西方彩陶的关系问题尚不能解决；同时又指出，在河南及甘肃有精美彩陶和
其他陶器，说明早在仰韶初期，中国人就是陶器的主人。
这实际上是对他20多年来所持中国彩陶西来说的自我否定。
安特生提出仰韶文化是中国的远古文化这一学术论断，被人们广泛接受。
同时，他又长期主张仰韶文化的重要典型因素——彩陶由西而来，甚至一度也主张中国文化西来的假
说，一些学者对此深表怀疑，但从根本上说当时尚缺乏有力的反驳物证。
因此，在黄河流域是否还存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便成为人们思索的问题。
另一方面，把仰韶文化与业已确认的殷商文化相比较，两者终究有很大距离，关系十分疏远，显然史
前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绝不是历史期青铜时代殷商文化的直接前身。
而关于殷民族源于东方的观点，使学者关注东方以期追寻殷商文化的源头。
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确认，表明在中国东部地区确实存在着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另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
为开展中国史前时代考古开辟了新天地；它打破了在黄河流域仅有仰韶文化作为唯一代表的局面，这
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从龙山文化的特征和内涵中又透露出一些迹象，拉近了与
殷商文化间的关系。
特别是后冈三叠层的揭露，提供了判明相对年代和分析三者文化关系的钥匙。
在新发现了龙山文化和揭示出后冈三叠层关系之后，中国学者纷纷举证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进行研
究。
梁思永分析豫西的仰韶文化，指出仰韶村遗址的仰韶文化中包含有龙山文化系统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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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5年1月，《中国考古学》编写领导小组主持召开九卷主编会议，正式启动了该课题科研工作。
1996年，《中国考古学》（九卷本）被分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点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
研究课题。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是一项集体写作成果，撰写工作的承担者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的中青年研究人员。
具体分工如下（依作者首篇出现的先后为序）：任式楠撰写绪论和第九章；王辉、袁靖撰写第一章；
傅宪国撰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第七章第五节；王吉怀撰写第三章第一节，第四
章第二节之一；朱延平撰写第三章第二节、第五节，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五章第五节
，第六章第五节之一、二、四；吴耀利撰写第三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五节之三、第六节，第七章第一节、第六节、第八节；王仁湘撰写第四章第一节，第七章第四节、
第七节；梁中合撰写第四章第二节之二，第六章第三节；谢端琚撰写第四章第三节，第六章第四节；
李新伟撰写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韩康信撰写第八章。
书中各考古文化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中原来缺少校正值的，特别是高精度树轮校正值，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碳十四实验室张雪莲校核补充。
在本书编写组前期工作中，杨虎曾是主编之一。
他为商议确定撰写人选，拟订写作提纲和体例要求，组织进行多次专题讨论，并审读部分初稿等，做
了许多工作。
2000年初，杨虎因病主动提出不再担任本书的主编和撰稿，拟集中力量编写考古报告。
随后，增补吴耀利为主编。
我们在后几年的主要工作，有选择地吸收考古新发现的重要资料和成果，适当调整了若干章节安排和
充实相关内容，加强组稿，认真审读全部书稿并提供给作者具体修改意见，自己动手反复改稿和统稿
加工，合议配置插图，设计制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文化年代简表》等，最终使本书得以定
稿。
初稿经多次修改后，2004.年由编委会先请谢端琚审阅了全稿，2005～2006年再请陈星灿仔细通读全稿
，他们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修改意见，我们已酌情作了修改。
在编辑过程中，张静、张小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编辑体例和行文的规范，李淼对插图的配置
和编排，季连琪对图版资料的收集和图版调色，都做了辛勤工作。
本书从立项、写作直到编辑出版的全过程，始终得到了本所几任领导班子和全书编委会的大力支持和
关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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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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