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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术考古学属于考古学和美术史相互渗透的学科增长点，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
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
。
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立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独立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它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对“逝去”物品的发现与发掘，重要的是通过美术
考古的重新审视：以文化的理念，揭示对象的文化意义，因为任何一件“过去”的物品，随着时间的
流逝，物品之中总在不断地沉淀着文化；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涵的美的因子，从而再度激活起
这些物品。
正是因为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和重要性，以及研究层面的不可替代性，使美术考古学近年来
在国内外有了较快的发展。
　　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学科的系统研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美术考古的研究，一
方面是注意于方法层面的开展，另一方面是学科的意义主要隐于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之中。
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研究整体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频繁，边缘新兴学科也随之
不断涌现，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重新又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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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分为总论、台湾地区的文化资产与考古美术以及内地考古美术的调查、收藏与研究等三部分，分
别选录16篇论文。
值得注意的除大家较为熟知的美术与考古之外，本书往往涉及文化资产乃至文化资源的用语以及美术
考古的展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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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总论：考古学与艺术史学　　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存历程概要　　一、前言　　林一宏　　
从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可推估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即有史前人类在台湾地区定居生存，然而可信
的文字历史记录，已迟至17世纪。
四百年来，位于大陆与海洋交接的关键地位的台湾地区，陆续汇集了南岛语族（原住民）、欧洲文化
、汉文化、日本文化、近现代文化等多元而复杂的文化面向，它们彼此交会融合，亦各自遗留下若干
建筑文化资产。
　　本文将介绍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台湾地区的文化资产保存历程，着重于讨论其保存意识、保存对
象、与相关保存法令的演变，借以探讨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存的特殊性。
　　清代的古迹与八景　　清政府统治台湾地区约211年，期间一部分治台的地方官员曾因袭大陆做法
，延聘文人编纂地方志书。
在清代所编纂的台湾各地各版的方志中，曾陆续出现“古迹”、“名胜”、“胜迹”、“遗迹”等名
词以及若干描写各地风景的诗文，特别是“八景”与八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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