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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是考古学传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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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历经秦代、西汉、新莽和东汉四个朝代，止于公元220年
东汉王朝灭亡，前后历时440余年。
这一历史时期，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东周时期诸侯割据的局面终于结束，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以郡
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帝国时代。
秦王朝国祚短暂，但秦制汉承，公元前206年建立的西汉王朝以及后来的新莽、东汉王朝，继承和完善
了秦王朝建立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发展了帝国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形成了以汉族为
主体的中华民族，铸就了帝国时代历史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并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
极其深远和极其重要的影响。
秦汉考古，正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以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为对象而
展开的，并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秦汉社会历史的复原和解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作为《中国考古学》(九卷本)中的一卷，其主要内容是对20世纪初以来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
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综合性论述。
基于对历史考古学性质、任务和特点的认识，本卷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强调
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并与文献记载有机结合，突出两个基本点：一是基本考古材料的梳理，一是从考古
资料出发阐释秦汉社会历史的有关问题。
由此，初步构建秦汉考古的学科体系，并尽可能反映秦汉考古的新成果、新进展。
同时，本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还就秦汉考古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阐述，就秦汉考古的
主要研究课题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本书适合研究历史、考古、文博和美术史的专业人员及广大考古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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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考古学》总序绪论第一章  秦代都城、行宫与直道第二章  秦始皇陵第三章  秦代官吏与平民墓葬
第四章  秦各项统一措施第五章  汉代都城第六章  秦汉地方城邑与长城第七章  汉代帝陵与王侯大墓第
八章  汉代官吏与平民墓葬第九章  秦汉时期的农业第十章  秦汉时期的工商业第十一章  秦汉时期的简
牍、帛书和铭刻第十二章  秦汉时期边远和少数族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第十三章  秦汉时期的中外交流及
同周边地区的联系徵引古籍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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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农业、手工业等的发展直接相关，是物质文明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标
志。
古代科技的考古学研究作为物质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鼐开创这一领域的研究以来，长期受
到关注并且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是在冶金、天文、医学、农学、造纸术等方面更为突出。
进一步加强考古学和科技史学的合作，以田野考古以及考古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基础，大力开展多学
科综合研究，对于秦汉时期物质文明的阐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交通手段以及交通设施，无论将其作为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还是社会物质生活
的一个方面，都是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水利工程而言，从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龙首渠、白渠到三门峡漕运遗迹等，都进行过考察和研
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秦汉时期的车马，以往多有研究并且取得不少成果，而对船只等其他陆路和水路交通工具还缺乏系统
的考古学研究，需要逐步开展。
就道路、桥梁及其相关设施而言，秦代的直道、汉代的敦煌悬泉置等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考察和研究
并取得积极成果，但从交通考古的视角出发的系统研究明显缺乏并且有不少空白，如连接关中和巴蜀
地区的褒斜道、自焚道（今四川宜宾）进入夜郎地区（今贵州西部）的五尺道，以及各地交通干道的
桥梁、驿、置等设施，都有待于纳入考古学的视野进行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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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作为《中国考古学》（九卷本）中的一卷，其主要内容是对20世纪初以来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
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论述。
基于对历史考古学性质、任务和特点的认识，本卷在编写的指导思想上，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为指导，强调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并与文献记载有机结合，突出两个基本点：一是基本考古材
料的梳理，一是从考古资料出发阐释秦汉社会历史的有关问题。
我们试图通过本卷的写作和论述，初步构建秦汉考古的学科体系，并尽可能反映秦汉考古的新成果、
新进展。
这里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其一，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涉及当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但由于本卷的重点和篇幅
所限，对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衣食住行以及制盐业、造船、交通等，除了有关章节有
所涉及外，未设立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
其二，从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实际出发，考虑到秦汉考古学科建设的需要，本卷在撰写过程中对于考古
发现较多、研究较为深入的方面，更多地强调综合叙述，如各地区的汉代墓葬等；而对于考古发现较
少、研究有待于深入的方面，则对其资料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以补充其发现的不足并以此推进其研究
，如秦代行宫遗址、秦汉时期边远和少数族地区的文化、中外交流以及同周边地区的联系等。
其三，就本卷整体而言，力求结构上的严谨和体系上的统一，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的考古
发现和研究本身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又是多人执笔撰写，统稿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
求大同、承认小异”，因此，不同章节之间力求结构统一的同时，保持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
另外，刑徒是汉代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其身份及社会地位都与平民不同，但为了便于章节的划分，
将《汉代刑徒墓》列为第八章的最后一节。
本卷的大部分初稿，先后完成于1998～2006年的九年间。
2007年开始，先后对初稿进行审读和修改以及插图的制作，有不少章节曾几易其稿。
同时，对本卷的整体结构、章节划分以及内容和撰写要求等做了进一步调整，并补写了有关部分。
统稿、定稿工作逐步进行，至2009年底基本完成。
因此，本卷所引用资料和文献，一般截至2008年底；少量2009年的重要成果，在定稿过程中有所补充
，力求反映秦汉考古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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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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