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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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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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
其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
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
　　本书分十余个专题回顾了20世纪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示了秦汉文明的辉煌成就。
配有彩图7幅，插图35幅，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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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化成，一九五二年五月生于陕西汉中，一九七七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一九八
四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研究生毕业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汉唐考古教
研室主任。
主要从事东周秦汉方向的考古教学与研究，发表《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周代棺
椁多重制度研究》、《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再认识》等学术论文和考古报告三十余篇。
　　高崇文，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河北盐山，一九七五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留校任教，从事战国秦汉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考古学系主任。
发表《西汉诸候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楚器使用礼制考》。
《楚郢都礼制考》等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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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与著录　（二）汉代铜器的综合与专题研究　　1. 汉代铜器制造业研究　　2. 汉代铜器铭文研
究　　3. 汉代铜器器物学研究　　4. 汉代铜器的科技考古研究　（三）汉代铜器研究的总结与展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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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发现　　1. 斯坦因的发现　　2. 周炳南的发现　　3.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发现　　4. 西北科
学考察团的发现　（二）第二阶段（1949年至今）的发现　　1. 居延汉简的新发现　　2. 敦煌汉简的
新发现　　3. 西域汉简的新发现　（三）中国西北地区出土汉简的研究十秦汉墓葬出土简帛的发现与
研究　（一）秦简的发现与整理　　1. 云梦睡虎地秦简　　2. 青川郝家坪秦简　　3. 天水放马滩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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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简帛的发现与整理　　1. 武威《仪礼》简　　2. 临沂银雀山汉简　　3. 马王堆汉墓的简牍与帛书　
　4. 江陵张家山汉简　　5. 连云港尹湾汉简　　（三）秦汉墓葬出土简帛研究述要　　1. 日书简的研
究　　2. 法律类简牍的研究　　3. 马王堆简帛的研究十一秦汉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白g考古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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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 晋宁石寨山的发掘与"滇文化"　　2. 古"夜郎"遗迹的探索　　3. 石棺葬及其文化　　4. 大石
墓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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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秦都咸阳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50年），也就是商鞅进行第二次变
法之时，秦国把国都迁到了咸阳。
秦都咸阳最初选择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后来逐步向渭河南岸扩展，至秦统一前后，已是“渭水贯
都以像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三辅黄图》）的东方大都会了。
自秦孝公迁都咸阳至秦亡，咸阳作为秦国的首都经历了一百四十多年。
由于咸阳毁于秦末战火，汉王朝建立后则另筑长安都城，但汉长安城也包括了秦咸阳的一部分在内，
并且还利用了幸存下来的部分咸阳旧宫殿。
　　秦都咸阳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文革”前期一度中辍；70年代初至80年
代前期做了一定规模的勘探与发掘，后又因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及秦都雍城的新发现，致使工作重点发
生转移，除配合基建工程清理了数批小型墓葬外，有目的的主动发掘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由于调查、发掘尚少，加之渭河改道对咸阳破坏较为严重，目前除了发现多处宫殿夯土基址、手工业
作坊遗址以及在渭北发现一小段可能属于宫城的城墙外，迄今尚未找到咸阳大城城墙以及街道的遗迹
，因而，现在还难以勾画出咸阳都城的整体轮廓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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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纪之交，各个学科都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编撰、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这套《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正是
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一次全面总结，因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文物出版社约我写这本小书，我因诸事忙碌，抽不出太多时间来撰写，加之秦汉考古专门化领域较多
，有些方面我并未进行过系统研究，能力所限，不敢造次，所以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来承担这一
任务。
本书完成情况如下：前言及第一、二、四章赵化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第三、七章高崇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第五章郑岩（山东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第六章邓超（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院硕士研究生）；第八章彭浩（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研究员）；第九章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院教授）；第十章余瑾（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第十一章杨哲峰（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院副教授）。
文稿完成后，统一汇总于我处，除部分篇章略有修订外，多数未做改动。
文章插图、图版大部分由我配置。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按专题分头完成的，文稿汇总后再补上插图，发现总字数超出很多，出版社又
不同意增加篇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汉考古>>

编辑推荐

20世纪是中国文物与考古界开始科学探索的时代。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翻开这套书，重温那些重大发现不断、研究成果迭出的激动人心的岁月，也许
就能看到奋斗的足迹，也许就能触动智慧的火花，也许就可以在学术前沿开始一轮新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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