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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物鉴
玩观赏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界的大事。
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
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
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
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
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
此后，山河间的访古和书斋式的考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旧石器时代考古>>

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20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的五个阶段,分别介绍了全国各地远古人类遗存的重要发
现和考古工作的主要成就,从中可以了解到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情况及其创造的辉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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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辉煌是几代考古工作者和许多对此热心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所走过的历程之际，特别要向为此事业作出贡献的前辈和同事们
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谢。
本书所综述的正是他们长期工作的成果。
拙著可能会挂漏万，疏漏很多重要的工作与研究成果，恳请读者予以指正并谅解。
    对20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所走过的历程进行讨论与总结，是本学科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一项
重要课题。
近年来同行们围绕此课题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书表述了笔者近年来对20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进程与特点的一些思考。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还曾在1999年6月于河北西陵召开的“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
及其他相关的著述中进行过讨论。
    感谢《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的信任与支持，使本书得以完成并交付出版。
还要感谢文物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为本书付出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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