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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是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最具影响和规模的学术组织，其五年一届的世
界大会被称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奥林匹克大会。
2003年，中国获得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的举办权，筹备和开好这次世界大会
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盛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国家。
千百年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国和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历史资源。
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社会文化经历
了巨大变迁，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世界十分关注。
中国对于发展的理解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经验，已成为中国和世界人类学民族学鲜活生动的研究资源。
　　人类学民族学进入中国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几代人类学民族学家的共同
努力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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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编的论文概略勾画了考古人类学在中国百年的发展，既有考古学先驱的里程碑式的论述，也有
后来者的探索。
这些论文从多种角度展示了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有学科理论与方法层面的研究，也有一些具体细
致的研究，论文按发表年代编排，编者希望借此呈现出学科发展的大体脉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

作者简介

　　王仁湘，男，1950年11月出生，祖籍湖北，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史前考古学，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74年以来，长期在野外从事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发掘了若干重要古代遗址。
他对中国史前考古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在饮食文化考古研究方面也有一定建树。
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专著及其他著作20余部，主要有：《拉萨曲贡》、《临潼白家村》、《中国史
前文化》、《人之初&mdash;&mdash;华夏远古文化寻踪》、《饮食与中国文化》、《饮食考古初集》
等。
并主编有《中国史前饮食史》及大型考古学丛书《华夏文明探秘》40种等，后者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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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屯、龙山与仰韶跪坐、蹲踞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
锛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干兰”式建筑的考古研究八卦起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
史前考古学甘肃彩陶的源流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
牲中国史前期人牲人殉遗存的考察史前居室葬俗的研究龙山时代的礼制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
世界观的变化——1987年初夏《中国美术史·秦汉篇》讨论会上的讲话黄河流域史前合葬墓反映的社
会制度的变迁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关于重建中国史前
史的思考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半坡文化彩陶鱼纹的分类系统我国新石器时代人口性别
构成再研究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从二重证据法论史前石拍的功能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
探源碳-13和氮-15分析与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研究及其新进展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
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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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　　高广仁 邵望平　　以商殷文化为代表的中华远古文明，与世界其
他地区的远古文明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
商代都城的规模与布局、宫殿与王陵的营造法式、整套的埋葬祭祀制度、历法、甲骨文字以及丰富多
彩的青铜器、玉器、骨、角、牙雕、漆器&hellip;&hellip;在当时世界上独树一帜，又多是无与伦比的。
它们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基因，在其后世世代代的文化发展中遗传、变异。
商殷文化流长而源远。
它有自己的根，它植根于以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大地之上，萌发于绚丽多彩的中华
史前文化的沃土之中。
它是本地起源的，又是多根系的。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丰富、坚实的论据，考古界的先辈、朋辈已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
。
笔者在工作中曾注意到史前埋葬中有龟、犬存在的史实，认为可能与商殷时代视龟为灵物、以犬为牺
牲这样两个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
小有所得，试作讨论。
这一讨论并非毫无意义，有的外国学者就把商代以犬为牲说成是外来的文化因素。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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