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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题六讲》

内容概要

《考古学专题六讲》主要根据张光直先生在一九八四年秋天到北京大学考古系讲学时的演讲稿整理而
成。
考古学是一门什麼样的学科？它对历史学研究又能提供什麼样的助益？有志於史学研究的人对这两个
问题的答案一定会有兴趣，这本书无意中给出了相当今人满意的答案，不失为最简要而又富启发性的
一本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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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题六讲》

作者简介

张光直（1931年 - 2001年），原籍台湾，为台湾新文学健将张我军哲嗣，於北京出生, 2001年逝於美国
麻塞诸塞州。人类学家。
张光直曾经在四六事件中被逮捕，後来获释。自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後留学美国，取得哈
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张氏学术主要成就有二: 一、开创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的研究，自1970年代在蔚为风潮；二
、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代表作《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1986年，中译 《古代中国考古》) 一书迄今仍为涵盖面最广泛且讨论最深入的中国考
古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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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题六讲》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讲 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第二讲 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第三讲 泛论考古学
第四讲 考古分类
第五讲 谈聚落形态考古
第六讲 三代社会的几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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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题六讲》

精彩短评

1、常翻常新
2、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研究方式~ 何谓比较学习？
3、不能完全看懂。还需要学习很多。但是研究的方法和思维很好。
4、六篇讲稿 基本涵盖了张老考古生涯里主要思考
5、受教！
6、人类起源是个谜
7、新领域，只有学习的份。
8、关于理论的小册子，深入浅出~
9、就喜欢这种小册演讲录，精悍又自成体系~
10、给跪了，第二次读。还是读到后面的就读不下去了。
主要是关于早商（新石器）的研究。
2016.9.19
11、草草看了看
12、佳。
13、貫通中西。
14、丢过。。
15、接触到的每一本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学术入门读物都令我极为满意。谁能说把看上去高深莫测的
学问用明快生动的语言表达给非专业读者不是一种学问呢？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五讲论聚落与考古的，
实际上张先生在讲述的同时也在告诉听众，将多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是把学问做得既有深度又不乏生
趣的前提。我想起贺云翱老师那次跟我说，想把考古学的研究做好，起码得有一个博学的底子，我的
理解是，只跟器物打交道没有太大出息，眼观八方、耳听六路，视野宽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境界高低
。
16、虽然过了20多年  其基本思想与理论和《Rethink Archaeology》还是几乎一致的   只是这本更简洁明
了些（当然同时也简略许多，发表对象不同、思辨深度也就不同）   可以参读   ； 最后一章第一部分
可说是《美术、神话与祭祀》核心问题的极简缩略   只是脉络没那么清晰
17、三代遷都均為銅錫礦~~~~~
18、启蒙！
19、聚落形态考古：遗址为单位的人类、文化构建 三代政治、宗教、青铜等艺术以及矿产的关系
20、北大讲演录。。。重叠部分多。。引进“交互作用圈”跟严文明“重瓣花朵”，费孝通“多元一
体”都是相似的论说概念。
21、好像是从这一本书户开始了解考古理论的
22、很多理论当年就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很少运用实践中呢？
23、比较有感触的是第三讲：泛论考古学。里面提到了考古学中的四个概念：资料、技术、方法和理
论。资料和技术相对来说会比较客观，同时比较方便理解和掌握【这也便是尽管没有什么考古学知识
背景的人也可以参与的】，但是方法和理论就比较形而上，我对自己考古学知识的怀疑便是发现对于
方法和理论总是吃不透==唉，天资所限吧。
24、考古分类的若干概念。。。。。。
25、在一个建筑学的书单里找到的，那位前辈说读完了以后对建筑的产生什么的有了深刻的理解。读
完后我表示⋯⋯说好的深刻的理解呢！
26、施坚雅解释了一个贸易中心和下一级的乡村之间具有的货物集中再分配功能，明清有，现代还有
，一招鲜是混不过去的。
27、少年时代硬着头皮猛看
28、张光直先生作为聚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提出者，读他的书肯定是要了解他的学术背景的，这就要
提到人类学，他的很多观点都是将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6讲基本都是他之前在北大的演讲稿，
薄薄的一本，一下午读完，倍受启发。只是最后一讲还不是很懂。
29、p72 “不要把‘名称’当作‘事物’自身”；聚落考古的一章对所谓“空间理论”其实很有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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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题六讲》

30、难得读的这么畅快

31、（P）在傳統的考古學界，一石激起千層浪
32、还可以吧，基础知识讲得不错。最后一章很好。第一章讲连续、巫族说起来其实还是很站得住脚
的。但是上古的框架直接影响到之后的框架。日本学者对中国停滞论的说法有一种便是连续性导致了
氏族残留，阻碍了发展。如何放在整体中解释恐怕才是主要的问题。
33、已购
34、在先秦诸子的显学中，没有“创世神话”？
35、对于小白来说，给概念下定义，建立初步框架，循序渐进，灰常棒~
36、一些与我所学相悖的说法我得说我没有能力分辨孰优孰劣
37、作為一本考古學的入門教材是很到位的。
且之前讀過王家范先生的中國歷史通論，對一些基本概念已有所聽聞，但四五講的一些專業術語對於
外行如我還是有些晦澀，終究對瞭解大意無礙。
38、其实有几章不太能读懂，但对第一讲非常赞同，进复旦之后读完的第一本书。稍后会有详细的读
书笔记。学术类的书籍还是不太读的下去⋯
39、没说的，书都翻烂了！好书！高视野!很有启发的一本书！
40、考古学的参考资料范围很不明确啊，恩，革命靠自觉！一知半解的还是一下午把这本书看完了。
提到三代迁都是由于寻找铜矿和锡矿的观点，觉得很新颖，又长知识了。
41、深入浅出的小书。天地隔与不隔，从野蛮到文明是连续还是突破，新旧大陆文明的相似（以上中
西差异），栽培业的发展（渔业剩余力量，广幅环境利用，季节性SCHEDULE），资料（遗物遗迹遗
址及其包含信息）技术方法（分类——语言非常重要，要有可比性；特定目的，架构，比较）理论；
夏商周相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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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题六讲》

精彩书评

1、第三讲什么是考古学，本专业老师不止一遍的讲过。外专业老师给我们授课的时候，有意思的老
师也会问我们。但是，本书又再一次的讨论了这个概念。张光直说“我们只需要了解考古这个学科的
实质和特点，从而明确我们工作的方向就够了”。我觉得真的，书面语无定论。抓住本质，考古工作
的时候只要有“本质、特点”在手就可以了。后面又草草的回忆了一下大一的基础知识。第二讲世界
的角度把研究问题的广度扩大了好多。用世界史思考角度的一条线把很多的东西都串起来了。第一讲
他的问题就比较熟悉了。就是国内的早起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讲的都是国内的文明。
2、一发现最近读书越来越读不懂了。倒不是说自己理解能力下降了，或是看的书变得多么深奥了。
只是觉得我们好像读书越来越陷入了一种圈套——盲从。这大概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碰到了一个才子型
的老师，他以他的方式将我们之前的历史成见打翻，又给我们建好了新的历史观。我之前读他给的书
目，每每觉得写得好的地方，回想一下，这不是老师曾经说过的观点吗？于是一本书的价值就仅仅变
成了老师在课堂上简略说出来的观点的具体阐释。我之前高兴于我弄懂了一本书的主旨，但是仔细想
想，这不就是读书中最忌讳的东西吗？我们首先已经在头脑中预存整本书的要旨（老师在课堂上讲过
），然后再去读这本书。我们读了这本书找到了他想说的东西，就忘记了怀疑：我们陷入了作者的圈
套！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是我重新开始质疑的一本书。其中有许多东西我觉得不对或许不能定
论，虽举不出很多材料来证明，但是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想象出一些解决方式来，我想如果日
后有时间和精力的话一定可以找出证据来证明或是推翻自己的想象。我只是尝试去提出一种观点而已
。二我关注的是本书的第六讲《三代社会的几点特征——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两例》。正如题目所
言，中国三代考古的一个基本观点便是资料所见的事物不是孤立的，而事物彼此间的联系关系乃是追
寻三代社会本质的关键。我们以联系的方法去研究三代社会是正确的，但如何正确抓住这种联系才是
最重要的。本章第一节《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其实是从商周青铜器动物上的动物纹样来探讨古代艺
术与政治相结合是采取怎样的具体方式。作者认为当时的宗教观念是神属于天，民属于地，二者之间
的交通要道要靠巫觋的祭祀。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一种通天的工具，当然，不是唯一一种。不过这
种通天的巫术，成为统治者的专利。统治者就掌握了这种精神上的特权，从而达到政治上的优势。这
便是艺术与政治的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我想问的是青铜器上的纹样到底是什么？笔者参见陈佩《夏商
周青铜器研究》中的许多青铜器照片和纹饰，发现早期许多纹样若非丰富的想象和对比的研究很难判
断出许多简单纹样所表达的内容。前人多归纳为动物图案，容庚总结认为青铜纹样的动物纹样分为写
实型的动物和不见于自然地神物，如饕餮、夔龙、蛟等等。那么青铜工艺者为什么要把这些动物装饰
在青铜器上呢？作者考证《楚辞》和联系萨满教的一些教义，认为这些动物纹饰是巫觋通天工具的一
项重要内容。我觉得作者的证据不太充分，首先《楚辞》中屈原大概记叙的是楚地的风俗，而且成文
时间肯定在东周以后。而且我们认为楚文化是个神秘的文化，从楚地出土的青铜器可以 看出某些形态
是基于中原却又有中原不曾出现的纹饰。所以说楚地的巫觋风俗并不能证明中原地带的夏商也有同样
的巫觋风俗。其二是对萨满教的认识。萨满教流行出现在东北亚，作者将这种类似的想象放在对中原
宗教思想上面，由于作者没有详细说明原因，所以我很质疑这种萨满教与中原地区原始宗教的联系。
即使我们承认中原人的宗教思想与萨满教相类似，那么为什么会选这些动物作为纹样。张光直在《连
续与破裂——一个文明的起源新解》认为这些动物纹样最开始都是有简单的几何纹样演变而来，是后
来添加的东西，没有任何含义，那些神物也不过是现实动物的变体。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些动物都是一
些图腾，或者说是都是神。中山大学历史系郭靖宇教授的论文《由礼器纹饰、神话记载及文字论夏商
双嘴龙神信仰》[ 发表于《汉学研究》25卷第2期]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她从礼器的造型、传世神话以
及出土文献上的一系列证明，认为中原巫觋信仰的核心是头尾双嘴龙的崇拜。她提到表达信仰的造型
，一般会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早期抽象阶段，具体写实阶段和抽象杂糅阶段。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知
道张光直对于许多动物纹样的分析是不准确的，他没有找到每一种纹饰所反映的宗教意义。那么如果
说每一个图腾都代表一种信仰的话，商代同一时期同时出现如此多的图腾在青铜器上面，又能说明什
么问题呢？这里我有一个没有论据的想象。原始人的宗教思想使对自然地偶像崇拜，每个部落会以一
种特定的动物来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这些动物可能是蛇、虎、甚至蝉和蚕。其中一些非自然界生物的
图腾可能是古人一种特定的想象，或者是由于战争或联盟将不同图腾拼凑起来而形成的新的神物。在
商周青铜器上所呈现的不同图腾，正是不同信仰的表现。如果说每一个图腾代表了每一个族群的信仰
的话，那么作为可以制造青铜器的共主来说，他便是代表每个氏族通天的大祭司。通过对各氏族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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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题六讲》

祭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治。我和张光直的不同点是，我认为动物纹样不是通天的工具，而是崇拜的
神。共主通过对其他部族神的祭祀，以维护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三文章的第二节《夏商周三代都制
与三代文化异同》关键的讨论点在于青铜器的政治意义上面。作者介绍夏商周都制在两点上相似。一
是最早建国的都城名称即是朝代名称，而且这个都城便成为这个朝代的宗教上的核心；二是政府中心
所在屡次迁徙。那么为什么政府中心所在地要屡次迁徙了？作者通过对古代出矿地和三代都城位置的
比较得知三代迁都是往对控制矿产有益的地方迁徙。作者认为政治因素是迁都的重要原因，不断迁都
是为了追求政治资源青铜——铜和锡矿产资源的控制。作者依据石璋如的考据得知古代铜锡矿的产地
以豫北、晋南为中心。但是这些矿产比较稀薄，所以得不断变化都城以求的矿产。这里的疑问是，究
竟每个出矿地的矿产含量够不够制造出如此多的青铜产品，有么有从其他地方运输过来的铜矿资源。
这个问题很重要在于证明是否中原地区的矿产具有决定性的争夺必要。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实地考察，
无法做出判断。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回想在安阳殷墟里发现许多海龟的甲骨和一些当地不能找到的动
物骨骸，说明一定存在一条通道来连接商和周边地区，特别是铜矿和锡矿特别丰富的长江流域。在听
过郭静云的一次讲座后，她通过分析一个纹样造型的演变，得知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在信仰上有一
定的相关联。那么如果在长江流域找到某个文明同中原一样有双嘴龙神信仰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知
道这两个地方是互相有联系的。这种关联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我想还是迁移。一个王族膨大之后必定
要有一族人离开原来的都城，另外找地方殖民。这种内陆式的殖民，留下来在原地的应该是最尊贵的
血脉。所以我们看到三代对于第一个都城宗教上的核心地位。至于迁出去的小宗，依旧和大宗保持文
化上的一致。在这种不断迁移中，可能有些小宗到达长江流域，和更远的文明联系，但是在贸易上依
旧和中原地区联系，为大宗提供矿产以及其他东西。这种贸易交流是建立在血统的基础上的。我想如
果有其他大量矿产从其他地方运来的话，那么对于中原地区稀薄的矿产资源就没有必要去争夺了。那
么三代迁都就另有他因，或是自然威胁，或是战争考虑，或是王族内部斗争。商周都城不断往中原地
区迁徙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原地区地力肥沃，而且中原地区易于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毕竟三代都
是农业文明，需要的是良好气候和土地。而且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才是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关键因素，政
治文化不过是一个重点而已。四书中还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酒是否是萨满
的致幻剂。我们在商周青铜器中看到许多饮食器具，然而青铜器是礼器，装的是给神的“圣食”。所
以应该那么多酒器装的酒应该不是给巫觋喝的，如果巫觋用其他方式喝酒的话，还需我们考证。而且
当今保留的一些巫师，用的致幻剂多是一些有毒之草。我觉得人工酿造的东西，应该会没有它的神秘
性。还有一些问题就不一一细说了。以上许多观点都是我自己的一种假设，有关的证明证据我一时还
没找到或者很难找到。做此文的目的只是想要告诫自己任何理论都是有纰漏的地方，我们应该抛弃盲
从的心态来看书。找到疑点，试图去解决和寻求新出入才是做学问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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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题六讲》

章节试读

1、《考古学专题六讲》的笔记-第13页

        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2、《考古学专题六讲》的笔记-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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