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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中 国 考 古 学 发 展 建 设 进 入 一 个 重 要 的 历 史 阶

段 ，《南 方 文 物 》 及 时 地 设 立 了 中 国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专

栏 ，其 意 义 极 为 深 远 。 受 编 辑 部 委 托 ，首 期 开 栏 之 际 ，

借 此 机 会 将 这 个 栏 目 将 要 承 担 的 任 务 和 我 们 的 一 些

思 考 加 以 表 达 ，希 望 引 起 大 家 的 讨 论 ，共 同 来 办 好 这

个 栏 目 。

一、 面临的问题和任务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就 其 根 本 而 言 ， 是 对 古 代 文 明

发 展 到 高 级 形 态 的 历 史 阶 段 的 考 古 学 研 究 。 这 种 高

级 形 态 往 往 表 现 为 ： 人 群 划 分 方 面 ， 国 家 、 民 族 及 其

观 念 完 全 确 立 ，并 形 成 长 期 而 复 杂 的 相 互 关 系 ；社 会

组 织 方 面 ， 政 府 、 官 僚 体 制 的 系 统 运 行 ， 也 形 成 了 无

所 不 在 的 主 动 性 和 强 制 性 社 会 规 范 ， 整 体 社 会 千 头

万 绪 而 秩 序 井 然 ；社 会 生 产 方 面 ，各 主 要 领 域 持 续 发

展 ，总 体 上 处 于 前 现 代 阶 段 的 生 产 力 和 技 术 水 平 ；社

会 文 化 方 面 ，形 成 了 特 色 鲜 明 、内 容 丰 富 、体 系 完 整 、

范 围 广 大 并 影 响 深 远 的 文 化 传 统 ， 尤 其 是 哲 学 、 文

学 、历 史 、艺 术 和 宗 教 传 统 等 。 要 通 过 一 鳞 半 爪 的 考

古 遗 存 ，去 研 究 这 样 一 个 高 级 形 态 的 文 明 社 会 ，其 难

度 可 想 而 知 。 十 分 容 易 产 生 两 种 偏 向 ：一 种 是 将 研 究

初 级 文 明 形 态 的 方 法 套 用 过 来 ， 将 问 题 简 单 化 和 程

式 化 ，结 果 可 能 导 致 研 究 越 “深 入 ”“系 统 ”，反 而 距 离

认 识 这 个 高 级 文 明 的 面 貌 渐 行 渐 远 。 一 种 则 依 附 于

记 录 和 研 究 这 种 高 级 文 明 形 态 的 成 熟 体 系 ， 即 传 统

的 历 史 叙 事 之 中 。 做 得 好 的 可 以 对 这 种 叙 事 进 行 补

充 和 修 正 ，做 得 不 好 可 能 还 会 扬 短 避 长 ，甚 至 牵 强 附

会 ， 丧 失 了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主 体 性 和 严 谨 性 。 我 们 认

为 ， 中 国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研 究 面 临 的 最 大 问 题 正 在

这 里 。

中 国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一 般 指 对 战 国 秦 汉 以 来 的

考 古 遗 存 的 发 掘 和 研 究 。 其 实 ，商 周 时 期 的 社 会 也 较

大 程 度 属 于 上 述 高 级 文 明 形 态 ， 只 是 一 方 面 其 与 秦

汉 以 来 大 一 统 王 朝 的 历 史 面 貌 还 有 较 大 差 别 ， 另 一

方 面 文 献 传 统 还 不 甚 发 达 ， 历 史 背 景 远 不 如 之 后 清

晰 ，一 般 未 将 其 归 入 。 即 便 只 从 东 周 开 始 计 算 ，中 国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对 象 仍 然 是 世 界 上 延 续 时 间

最 长 、地 域 最 广 、内 容 最 完 整 、形 态 最 稳 定 、文 化 传 统

最 为 强 大 、材 料 也 最 为 丰 富 ，并 一 直 延 续 发 展 至 今 的

高 级 文 明 。 在 这 方 面 我 们 完 全 不 必 妄 自 菲 薄 ，今 天 中

国 的 中 小 学 生 仍 然 能 够 直 接 背 诵 一 千 年 前 、 两 千 年

前 甚 至 近 乎 三 千 年 前 著 名 文 献 的 原 文 ，无 需 转 译 ，知

识 、 文 献 传 统 一 直 衔 接 ， 从 未 中 断 ， 这 是 世 界 上 其 他

任 何 文 明 不 曾 有 过 的 经 历 和 经 验 。 作 为 这 一 文 明 的

直 接 继 承 者 和 延 续 者 ，我 们 一 方 面 拥 有 最 为 完 整 、丰

富 、连 续 的 考 古 材 料 ，可 以 直 接 运 用 知 识 传 统 和 文 献

传 统 ；另 一 方 面 与 这 一 文 明 体 系 中 的 人 物 、事 物 具 有

最 高 的 文 化 感 同 度 ， 中 国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研 究 应 该

取 得 最 令 人 瞩 目 的 成 就 ，然 而 现 实 却 不 尽 如 人 意 。

中 国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研 究 确 实 取 得 了 不 少 重 要

的 成 果 ，并 且 名 家 辈 出 ，取 得 了 很 高 的 学 术 声 誉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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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当 我 们 冷 静 下 来 ，回 到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出 发 点 ，仔

细 与 史 前 考 古 、 商 周 考 古 取 得 的 整 体 学 术 成 就 对 比

时 ，就 会 发 现 我 们 的 成 果 虽 然 丰 富 ，但 对 于 认 识 我 们

所 研 究 的 这 个 高 级 文 明 却 贡 献 有 限 ， 甚 至 尚 未 建 立

以 考 古 学 为 主 体 的 基 本 叙 事 。 我 们 的 叙 事 实 际 上 更

多 是 在 按 朝 代 、分 类 别 ，整 理 、表 述 考 古 材 料 而 已 ，缺

乏 自 身 的 核 心 理 念 、基 本 逻 辑 和 重 大 问 题 的 建 设 。

就 方 法 论 而 言 ， 中 国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研 究 中 着

力 最 多 的 部 分 ，



件 、新 情 况 中 去 发 展 ，此 点 无 需 多 论 。

这 里 需 要 强 调 以 往 不 太 注 意 的 一 点 ， 尤 其 对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而 言 。 那 就 是 现 在 发 展 的 考 古 学 体 系 ，

主 要 兴 起 于 古 典 世 界 以 外 的 欧 洲 ， 甚 至 是 古 典 文 化

最 为 缺 乏 的 北 欧 ， 基 本 针 对 的 是 对 史 前 或 类 似 于 史

前 的 初 级 社 会 的 研 究 ，后 来 在 美 洲 的 发 展 也 是 一 样 。

欧 洲 考 古 学 中 还 有 一 支 早 期 来 源 ， 就 是 文 艺 复 兴 以

来 的 古 典 主 义 研 究 ，如 对 古 代 铭 刻 、雕 塑 、器 物 等 的

研 究 。 由 于 一 方 面 现 代 科 学 体 系 的 发 展 形 成 主 要 在

英 、美 、德 、法 等 国 家 ，当 然 这 也 是 当 时 经 济 、科 技 、文

化 格 局 的 产 物 ，现 代 考 古 学 的 发 展 走 向 了 英 、美 这 些

非 古 典 主 义 的 路 子 。 古 典 主 义 传 统 下 的 相 关 研 究 分

散 在 现 代 历 史 学 、考 古 学 、艺 术 史 等 领 域 。 这 些 方 面

虽 与 史 前 考 古 关 系 不 大 ，但 与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的 材 料 、

方 法 、理 论 皆 有 很 大 相 似 度 ，应 该 是 我 们 建 设 中 国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叙 事 中 更 为 重 要 、 更 加 相 关 的 他 山 之

石 。

第 三 ， 中 国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叙 事 必 须 是 考 古 学

的 叙 事 ，不 仅 是 使 用 的 主 要 材 料 ，更 重 要 的 是 关 注 的

主 要 问 题 ， 展 示 出 的 主 要 面 貌 绝 不 能 是 传 统 史 学 的

附 庸 ， 构 建 起 的 历 史 文 化 发 展 体 系 也 应 该 与 传 统 史

学 具 有 不 同 的 层 面 、维 度 、侧 重 ，才 能 真 正 在 总 体 上

有 益 于 增 进 对 历 史 文 化 的 认 识 和 理 解 。 这 就 需 要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学 研 究 中 凝 聚 起 一 些 自 身 的 重 大 问 题 和

核 心 话 题 。 这 在 史 前 考 古 和 三 代 考 古 中 是 特 别 明 显

的 ，如 史 前 晚 期 社 会 复 杂 化 、文 明 一 体 化 及 所 谓 夏 文

化 的 问 题 等 等 。 历 史 时 期 考 古 中 显 然 缺 乏 这 样 的 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