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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选入本文集里的作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撰写的一些文章，按内容性质编排顺序，并归纳为三大部分。
这些文章大体反映了作者的基本学术视线和研究思路，在辨析考古文化遗存的性质内涵、时空框架、
发展演变、相互关系等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各类考古物证，并注意吸收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适当
引用民族学对比材料，试图探究当时的社会关系变化，揭示其经济技术成就，探讨其精神文化生活状
态和水平，以期部分复原社会史迹，不断深化对我国史前时代的认识。
    本书对已发表过的文章，除少量的作了些技术性改动外，内容、观点未作修改，基本保持原貌，如
实反映了作者成稿时的研究程度和认识水平。
考古学总是以层出不穷的新发现，给研究者提供了深入认识、更新观点的广阔余地，相信今后在代代
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必将把中国史前考士学推向新的学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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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式楠，男，1936年10月6日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
1959年8月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本院考古所工作，曾任考古队长、研究室副主任、
所长等职，原兼任《考古学报》主编。
学术专业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长期致力于田野考古，曾先后在陕、豫、云、鲁、鄂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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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历程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中国新石
器时代考古学的正式诞生为标志，中国考古学也由此诞生，两者一起发展前进，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
历史。
可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诞生与初步发展(192l—1949)    (一)古器物学中的史前文物    中国考古
学的前身是金石学。
金石学在北宋时代形成为一门初具规模的学问，至清代达到鼎盛时期。
清末民初，金石学进一步拓宽研究对象和领域，远不限于传统的金(青铜器)石两大类，最突出的如对
重大新发现的安阳甲骨、敦煌文书、西北简牍等，都及时整理考释，同时研究方法也有显著进步。
金石学实际上已扩大为古器物学，或可理解为广义的金石学。
在代表性的一批金石学著作中包含有史前时期重要古器物的，可推清末吴大潋《古玉图考》一书(刊
于1889年)，其中就收集有不少史前时代如良渚文化等的玉器，是对传世的史前和历史时期古玉的一次
集中研究。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西清古鉴》，著录有一件铜器被称作“周子孙？
”，实为铜鬻，应属山东龙山文化晚期陶鬻的铜质仿制品。
器上还有族徽的铭文，学者们分别释为“子孙”、“子黾”、“大黾”、“天鼋”、“奄”等。
这铭文在殷周彝器上屡有出现。
如果器物与铭文同时铸就，则表明了该仿制品的最迟下限时期。
如果铭文系后刻且与原器时隔久远，联系到登封王城岗遗址已发现河南龙山晚期很可能是青铜鬻的残
片，那么，推测《西清古鉴》铜鬻原器也有可能本是山东龙山文化遗物。
    金石学(古器物学)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部分学术基础，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出现，既不是传统
金石学与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简单结合的产物，更不是金石学自然转化的结果。
中国考古学以传入的西方近代考古学基本原理方法为导引，立足于本国古代社会历史和物质遗存的实
际，最终形成为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一门新兴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二)近代考古学思想的传入与中国史前考古学萌芽    20世纪初，在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再度高
涨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思想启蒙工作的一部分，西方新史学思潮和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国内；同时也
将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已处于成熟期的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和基本知识，开始在我国零星传播①，
著名者以章太炎、梁启超为代表。
1900  年章太炎所著《中国通史略例》中，第一次提到欧洲“洪积石层”的概念，强调要利用其中埋藏
的史前实迹以补旧史所述之未及者。
其后，章氏在《馗书》一书有关篇章，运用西方考古学与人类学关于远古人类社会进化的一般法则，
考察了原始社会历程和古代华夏族的形成史。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专门介绍丹麦汤姆逊(C．J．Thomson)的“史前三期说”，他相
信“物质上的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也”。
于是比照“三期说”，对中国古史传说的史前历史也进行了分期和扼要论述。
除章、梁两人外，其他还有些学者的论著和翻译书籍中，也纷纷注视和传播了西方考古学知识和思想
。
总的来看，当时国内普遍都把考古学初阶知识包含在史学通论性著作中讲述，而尚无考古学理论方法
及其专题类的专著出现。
       20世纪20年代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科学和民主精神得到大力倡导。
在历史学领域，顾颉刚等运用中西结合的“历史演进方法”研究古史，掀起了一个疑古辨伪的浪潮，
为考辨古史传说和古代史料真伪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
在古史辨学派冲击下，要建设中国真实的古史特别是史前史，势所必然地只有从发掘地下实物材料着
手，包括顾氏本人在内，迫切期望着依靠考古学解决古史的要求日益突出。
可见，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考古学在中国的生根兴起有了实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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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早在19世纪之末以来，一些外国的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和学者，借他们国家在中国
的政治势力作保护，与中国政府多未通过正常平等的手续，采取形形色色的方式和途径，主要在中国
西北、内蒙古、东北和台湾，另在部分内陆腹地，从事种种调查、采集、考察、发掘，有的径直为盗
窃骗取活动，许多珍贵文物被掠往国外。
在中国考古学萌芽时期由外国人进行的考古活动，以涉及历史时期为主，史前时代的居次，后者较重
要的如1895年起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蒙古草原和台湾的一系列考古活动。
其中，一些重大发现备受世人瞩目，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时，因为考古文物工作面对的是主权国家体现珍贵民族文化遗产的大量实物资料，广大中国人民特
别是学界对上述好多外国人的考古活动，引起了政治上的强烈义愤和在学术领域受到深深的刺激作用
。
这也部分地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包括史前考古学)历史中的萌芽时期我国贫弱受欺和学术工作乏力被动
的局面。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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