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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洪波所著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是关于中国现代考古
学形成时期学术史的专门性著作，研究对象是1928—1949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的考
古活动及其成就宣告了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
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主要内容包括对1928年前中国考古发展状况的评述，对历史语言研究
所考古思想起源以及组织准备的探讨，并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祖国大陆21年的考古活动划分为探索期
、发展期、鼎盛期和延续期四个阶段加以叙述，全面总结了科学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诞生历程
，深入分析了这一学术流派的特征、影响与局限性，进而揭示出潜藏在历史深处的思想、学术与社会
政治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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