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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仰韶文化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
而得名，由此也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源头和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三门峡地区是仰韶文化分部的中心区域之一。
继仰韶村遗址发掘以来，三门峡地区又相继发现了峡县庙底沟，渑池班村、笃忠，灵宝鼎原、西坡，
三门峡南交口等仰韶文化遗址已成为学术界研究史前文明必须涉及的内容。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
本书以9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三门峡地区仰韶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选入论文117篇，分为5各部分：仰
韶村与仰韶文化研究；庙底沟与庙底沟文化研究；皇帝鼎原聚落遗址群研究；班村，南交口等遗址研
究；发现与研究回顾。
全书较系统地回顾、总结了90周年来学术界对三门峡地区仰韶文化研究的历程与丰硕成果，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9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仰韶文化研究的状况，不仅具有极强的资料性，较高的研究水准，同
时也具有学术史的重要价值。

适合考古学、历史学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的研究者、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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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久昌，博士，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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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 绪言 数年来，余在中国北方诸省调查地质上之第三纪第四纪地层，遂连类而及
于远古人迹之研究。
初人时代未有铜铁，仅用石器。
而石器又分为新旧二代。
在中国从未得“旧石器时代”之人迹。
虽桂叶式之石片零星发现，亦不能为旧石器时代之确证。
盖后人每沿袭前代器形，因形以定时代，易致误会也，即“新石器时代”之遗迹亦不无疑问。
今所发见最多散布颇广者，似当属之新石器时代之末期，盖石器陶器等极多而毫无金属器物可见，则
其时代当在铜器未发明或未普及以前，而陶器形态多与商周铜器形状近似，则其时代又未必过于邃古
，此在各种器物尚未精密考定以前，所可约略论定者也。
 地质学与考古学虽范围不同，而实际研究往往互相为用。
其关于方法者，如判别古代器物之新旧、文化发达之次第，为考古学之要事，皆不得不借助于地质学
之测绘地形鉴定地层诸方法，而关于观察结果者，例如在河南等省所见沟壕壁立，皆由河流冲刷作用
而成，而此作用实发轫于古址湮没之后，由此可推知冲刷作用之速率。
此则由考古结果而人于地质之推论矣。
余虽粗知地质而于考古学实非所专修，更以图书缺乏、参考无资，而所以敢贸然为之者，诚见地质学
与考古学互相为用，且以此项研究在中国可为者甚多故也。
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二所长亦以此相勉，遂以余力从事搜讨。
数年以来，所得结果如关于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遗址之调查，现已付梓，并承协和医院步赖克医学
博士担任研究该处所见人类遗骨，不日亦将发刊。
又如河南渑池仰韶村所得结果，亦将由余与步博士会同研究，编缮付梓。
今之所以先草此短篇者，盖方拟至陕甘诸省一行，调查地质，顺便亦仍将此事继续研究。
恐行期较久，故先以大概著为此篇贡献于世，希教正焉。
 此次研究纯取“以现时现象为研究过去历史之标准”为宗旨。
中国民族富保守性，每致远古器皿之形式尚有沿袭至今而不变者，且器皿形式或导源甚远，不仅限于
远古汉人，例如半月式之长方刀盖为远古蒙古族中尚未分析之支派所遗留，则其由来者远矣。
叙述次第，当先略论中国器物之源流，如半月式长方刀、石圭、戈等，再次论古代遗址之情形，复次
乃及人种与年代等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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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门峡仰韶文化研究》适合于考古学、历史学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的研究者、爱好者阅读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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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仰韶文化纵横数千里，上下几千年，不仅在中国史前文化遗址中独领风骚，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
毛麟角。
这样一个震撼中外的仰韶文化，追根溯源，它的原典在三门峡渑池仰韶村。
1921年秋天，瑞典著名的科学家安特生，在调查的基础上，与中国学者一起，对渑池仰韶村及附近地
区的史前文化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并将此类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是独霸中原一统天下最繁荣强盛的仰韶文化，没有任何一支文化在中原与之并存抗衡。
庙底沟  类型仰韶文化延续的时间约达千年之久，这样一个使人刮目相待的文化类型，它的名称面世
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在三门峡陕县庙底沟仰韶遗址发掘中，首先发现并认定了这个类型的命名
。
 还是在这个三门峡陕县庙底沟仰韶遗址中，发现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文化遗存，或者称为龙
山文化早期遗存，学术界把它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这样一来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序列得到
了科学地认定。
 以上三块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金字招牌，换句话说即中国发掘第一处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第一处庙底沟
类型遗址，发掘第一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全在三门峡地区。
这三颗宝珠镶嵌在三门峡的桂冠上闪闪发光，是考古界的荣耀，也是三门峡的骄傲。
 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序列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起到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
 ——许顺湛 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 原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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