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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墓葬史》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先生撰写了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的
专著，博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其主要原因就是该书充分利用了大量的考古实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令人信服地将中国历代的服饰
演变诠释得十分详尽周密。
当时，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一本阐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和民族文化史的好书，也是一本成功利用考
古资料为历史学研究服务的最佳样书。
建国以来，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地下文物不断发现，许多重大的考古发掘结果，通过各种书刊公
诸于世，但大多数似偏重于专业性较强的个案研究（也是必要的），综合性的学术研究不多，至于说
能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像沈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那样融学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就更
是凤毛麟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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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古学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独立的学科，应该从十八世纪开始，具体地讲，1760-1840年间，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
中国最初的考古学属于“舶来品”。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学术知识的传播，西方的考古学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到了中国。
1927年开始的周口店发掘和“北京人”的发现，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现代
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全国
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上，中国考古学者通过讲学，将西方先进的考古方法和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
学术有机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五十年来，中国考古学沿着这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很大成绩。
　　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考古学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对古代遗物、遗迹的分型和分类的研究，也
不应仅限于对它们的制作方法和用途鉴定的描述；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
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我一直认为：考古学除了它本身的专业和技术性要求，必须将考古成果写出具有考古学特点的科学报
告和论著外，还必须为历史学提供可靠的、真实的、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史料，而
且运用这些史料（最好由考古学家来执笔），写出可以证实、补充或纠正历史文献的研究论文和专著
。
近年来，多学科的联合协作蓬勃发展，以国家名义发起的中国历史研究系列工程之一——夏商周历史
系列工程的启动和运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这～项综合性研究工程，大量运用了考古实物资料，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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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石棺墓是用石板砌成棺室，有的直接修筑于平地，有的先挖土坑，然后在坑穴中垒建，通常在
墓底和四壁都铺设石板，墓口也加盖石板。
如江苏灌云大伊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现37座石棺墓，这些墓葬排列有序，石棺均用薄石板砌成。
石板为天然石片，厚度在8-15厘米之间，制作方法是先将石板嵌入泥中作棺壁，再在棺壁上覆盖石头
作棺盖。
死者头向大都朝东，棺的长度在1．66-2．66米之间，宽度在0．5-0．8米之间。
在属于红山文化的辽宁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用石块覆盖的石棺墓群
，考古学界称之为“积石冢”。
每座积石冢内通常排列有数十座墓葬，墓主人因身份的不同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石棺中，石棺均由石
板或石块围砌而成，各个石棺上覆盖的石块连成一片，构成了规模巨大的积石冢（图1～3）。
一座积石冢一般占地三四百平方米，最大的达1000平方米，平均垒石高度在一米以上，石块都经过打
制，一般高30厘米，长40　厘米，宽20厘米。
积石冢内发现的最大一具石棺，长、宽各约3．5米，位于整个积石冢的中心位置。
一般的石棺长仅1．5米，宽约0．5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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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墓葬史(套装上下册)》由广陵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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