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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九种，是为配合纪念严文明先生八十华诞汇集的一本学
术论文集，主要作者为中外中青年学者，这些学者大部分受教于严文明先生，这次为庆祝严文明先生
的寿辰，特撰写学术论文以示庆祝。
论文讨论的范围，涵盖了自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农业
起源与动植物、矿冶、盐业资源利用；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社会复杂化与文明进程；早期信仰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研究与学术史探索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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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李家沟、大岗与柿子滩9地点的地层及相关问题 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区域特征与发展
阶段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研究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年
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标志的问题 环日本海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东南业古文化研究的儿个课题 中国东
南史前文化及其交流 新石器时代华北袋足器的演变及其背景 粤西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编年及相关问
题的考察 粤东闽南地区先秦考古学史化的分期与谱系 洞庭湖区大溪文化再研究 钱塘江流域的史前文
化 甘青地区新石器一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谱系与格局 农民与采集者的相互关系：来自西亚的认识 中
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 河姆渡与中国东南史前的低水平食物生产经济 移民、贸易、仿制
与创新——宗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分析 垣曲商城与中条山铜矿资源 中国盐业考古十年 问玉凝
眸马家浜 从“西域国手”与“专诸巷”论南宋在中国玉雕史的重要意义 下册 中原的形成——以先秦
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进为中心 中原地区早期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辽河流域文明起源道路与特
点的再思考 长江下游的“玉石分野”与社会变革——以五地墓葬材料为例 良渚城址发现的意义 庙底
沟期仰韶文化“大房子”功能浅论 辽东半岛四平山积石墓研究 汁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及主
要收获 简析齐家文化大何庄遗址和秦魏家墓地 从蛇神的分类、演变看华南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发饰
研究——以新石器时代一早期青铜时代资料为主 楚帛书《时日》篇中的天文学问题 关于古代国家的
概念定义与标志 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构建的心路历程 聚落考古田野实践的思考 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
——中国田野考古中对遗址堆积物研究的历史、现状Lj展望 怎样考察学术史 面向公众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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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以上考古遗址及其出土材料，可以看到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
 首先，从年代来看，已经过测年的遗址，虽然仍有石灰岩地区碳14测年造成的误差，但经过调整和与
邻近地区考古学遗存相比较，上述遗存的年代都在距今大约12000～9000年。
这个年代范围在地质时代上属于全新世最早一段。
 其次，从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和遗址地貌来看，大部分的文化遗物发现于石灰岩地区洞穴内，但也开
始出现河流台地遗址如顶蛳山第一期文化遗存。
表明其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洞穴和岩厦地区，而且扩大到河流沿岸。
这种变化，很可能与当时的经济模式变化有关。
 再次，从出土器物来看，主要有石器、骨蚌器和陶器。
石器以打制为主，其中除了顶蛳山以外，其他遗址所见都是砾石打制石器，利用天然砾石作为原料，
直接在一端或边缘加工成器。
这种加工工艺与黄河流域的石片石器传统迥然不同，属于长江以南到东南亚大陆的砾石石器工业传统
。
打制的方法都是以直接打击为主，器类都比较简单，以砍砸器为多，部分遗址并发现穿孔石器。
除了顶蛳山以外，其他遗存都没有发现小石片石器，更不见细石器。
这种石器组合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早期的一些遗址如仙人洞等所见石器组合有所差别，但邻近的湖南道
县玉蟾岩也有相似的不见小石片石器的情况。
这种砾石石器工业传统的相对稳定性，也属于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之一。
 磨制骨器和穿孔蚌器也是上述遗址经常发现的器物。
根据大岩的发现，磨制骨锥和穿孔蚌器在较早的第二期已经开始出现，应当属于岭南中石器时代的器
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类器物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器类增加，如出现了骨铲、骨锛等新器形，
加工技术也有所发展。
 以上遗址普遍发现手制成型、胎质疏松、烧制火候很低的夹矿物颗粒陶器，器形简单，多数是圜底器
，所夹矿物有方解石和石英颗粒。
其中甑皮岩和大岩所出的陶片呈现出更为原始的特征，如甑皮岩第一期的陶器厚度达2.9厘米，而夹杂
的石英颗粒粗大而棱角分明。
大岩第三期所出的陶器为素面陶，夹粗大的碎石英颗粒，其胎壁厚度与甑皮岩第一期的相似，在制作
工艺上的原始程度也相似。
至于庙岩的陶片，也是素面，陶质疏松，夹石英颗粒和炭粒；其胎厚未见报道，不过从原文的描述来
看，制作也处于初期的阶段。
顶蛳山遗址第一期和牛栏洞陶器的胎壁相对较薄，顶蛳山陶器所夹的仍是方解石颗粒，而牛栏洞陶器
夹杂的是砂粒而不是矿物颗粒，胎壁也较薄，在制作工艺上可能已经有所进步，其年代也略晚。
 从此阶段的出土器物来看，砾石打制石器基本上是本地区旧石器工业传统的延续，穿孔石器和磨制、
穿孔骨蚌器出现于略早的中石器时代，只有陶器是这一时期新的器物。
无论在制作工艺、器形以及烧制水平上，此期的陶器都处于最早的阶段。
因此，岭南地区这一时期应当是以陶器出现作为主要的文化特征之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考古学研究（九）>>

编辑推荐

《考古学研究9:庆祝严文明先生80寿辰论文集(套装上下册)》是为配合纪念严文明先生八十华诞汇集的
一本学术论文集，主要作者为中外中青年学者，这些学者大部分受教于严文明先生，这次为庆祝严文
明先生的寿辰，特撰写学术论文以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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