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9705650

10位ISBN编号：7509705657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高江涛

页数：5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

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
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
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
无所不入”的浊流。
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
，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
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
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
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
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
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
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
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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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江涛在论文写作期间甚至是论文修改期间的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都被他及时收入论文中
。
在他写作论文期间，正值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
—2005）在实施之中，不断有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工程的第一执行单位，很多考古发掘和专题研究项目都是由我们
研究所的学者承担的。
高江涛在考古系攻读学位，并协助我做一些工程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直接了解到工程的最新进展。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注意了解工程的进展情况，及时地将最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以及多学科研
究的新成果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正因如此，这本书不仅信息量大，而且信息新。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本文按照考古学文化时间序列，从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墓葬形态、经济形态等方面入手，对
中原地区文明化的进程进行了多角度的综合考察。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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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江涛，男，1976年生，河南开封人。
1999和2003年分别获郑州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
200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王巍先生，2006年获博士学位。
现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文明起源研究和夏商周考古，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20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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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  第一节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阶段性及其特点  第二节  中原地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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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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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是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学术课题。
中原地区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成为研究文明起源问题的重点区域。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而从考古学角度的探索，一般认为始于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迄今已近80年的历史。
近80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原地区基本上是学者们探索的主要对象，表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研究对
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复原中国古代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近80年来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原地区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建立了明确
的连续发展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并引入了一些新的方法和理论来探索古代社会的组织和结构。
更为主要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又为这一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以上种种，使深入探讨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成为可能。
鉴于此，本书将对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历程作一较为系统全面的探索，以揭示中
原地区文明化的过程、阶段、动因、背景及模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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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稿就要出版了，回顾以往，思绪万千而似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言何。
室外就是陶寺遗址深秋的清晨，远处黑幽幽的塔儿山外泛着鱼白，太阳要出来了，周围十分的肃静，
与喧闹都市相比，陶寺村显得那么的美丽。
这里就是我们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置身田野实践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当今的考古学。
今天的中国考古学，理论多元化，方法多样化，技术现代化，学科层叠化。
考古学的空间极大地拓展，考古学的内涵不断地扩大，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考古学
似乎愈来愈无所不包，已不再是以往故步自封的单纯的考古学。
而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这样的大潮和环境中，本书对这一选题的研究显得无所适从而又如此渺小。
所以，笔者不敢奢望本书验证或得出某种普遍理论，只求能在这些具体的论述中总结抽象出有关中原
地区文明起源问题的若干看法，权当是一种尝试或者一种历练。
1995年秋，我考入郑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
本科四年期间，历经几多摇摆，几多磨合，以及与田野发掘亲密接触，我逐渐地喜欢上了这一较为冷
僻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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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高江涛博士的这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先就理论和方法做出了回顾和分析，概述了
中原自庙底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然后从聚落形态、墓葬埋葬形态、经济形态等方
面考察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最后对这一进程作宏观的总结描述，并与中原以外地区作适当的比较
研究。
相信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取得大量成果的今天，这部新著一定会得到重视和欢迎。
　　——李学勤高江涛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最大的特点是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聚落形态进行了缜密
的分析，并将此作为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突破口。
他还根据聚落形态的不同，将中原地区内各个小区域文明起源时期的聚落分为单个聚落、组聚落、区
聚落三个层级，并探讨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些概念的提出和聚落形态分级方法的应用，对于中原地区聚落形态、社会阶层和结构变化的研究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本论文最重要的贡献之所在。
　　——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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