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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类的过去》

前言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
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
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
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
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
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
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
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
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
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
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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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类的过去》

内容概要

《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是1980年夏和1981年的头几个星期在大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一系
列讲座的修改文本。讨论我们如何赋予考古材料以意义，然后讨论我们曾如何运用这些材料，以及我
们正在如何运用这些材料，把它们转换成有意义的陈述，探索人类的过去和评估有关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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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类的过去》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路易斯·宾福德 译者：陈胜前 丛书主编：陈恒 黄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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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类的过去》

书籍目录

序作者致谢编辑手记前言第一章 理解考古材料第一部分 过去是怎么回事？第二章 人：强悍的猎人？
第三章 水坑边的生与死第二部分 它是什么意思？第四章 莫斯特的挑战第五章 考古学的奥德赛第六章 
环境中的猎人第七章 生活空间中的人们第三部分 为什么会发生第八章 研究农业的起源第九章 走向复
杂社会注释参考文献索引2002年版后记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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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类的过去》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理解考古材料考古学的科学前不久，我乘公共汽车的时候，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名考古学家。他回答说：“那一定很有意思，因为你要成功的话，就
得有运气。”我费了些口舌让他相信我不这么看。他认为考古学家是“把过去挖掘出来”，成功的考
古学家就是发现前所未有的东西，所有的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就是找到这样的发现。这是一个19世纪
的科学概念，但是，根据我对考古学的看法，至少可以说他没有描述出当代考古学的性质。在这一章
中，我想解释为什么考古学家不只是发现者。和许多人一样，公共汽车上的那位老者错误地认为考古
学是“发现过去”，考古材料就在我们眼前。它在地下，就像我们修路时碰到的一样；它正是我们当
代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的观察正是在这里、在现在，和我们同时。但它们不是对过去的直接观察（
比如说，就像一个历史学家使用一本15世纪的日记，这本日记传达的信息乃是由15世纪的作者所做，
而非现在做的）。既然我们观察到考古事实是现时的，所以它们本身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过去是什么
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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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类的过去》

后记

作为一个读书人和一个经常买书的人，我买译著的时候有先翻看译后记的习惯，这几乎是一个偏见。
我认为如果一本译著连译后记都没有的话，那么买的时候就得小心一些。连写译后记的时间都没有的
译著，可见翻译得何等仓促！再者，翻译并不是一项简单机械的劳动，几乎是一种再创造。为读者考
虑，译者必然有些话要说，所以无论从出版者、读者，还是译者的角度来看，译后记都是必不可少的
。和中国学术的翻译工作的一般状况相比，中国考古学的翻译工作不是那么理想的。建国五十多年来
，正规翻译过来的考古学著作用十个手指能够数过来，相比而言，其他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
译著早已汗牛充栋了。为什么考古学的翻译工作会这么黯淡呢？原因自然有很多，不过主要原因可能
还是跟考古学领域相对封闭有关。考古学家的工作主要是在从事田野工作，翻译似乎与考古学家无关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欧美所代表的西方考古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进步，不能不承认我们需要了解
世界其他地区的考古学研究。翻译工作的意义是毋庸多言的，问题是如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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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类的过去》

编辑推荐

《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讲述了：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
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
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
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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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类的过去》

精彩短评

1、讲真并没有觉得通俗好懂，也并没有在民族学材料里看到什么有趣的点，除了烤袋鼠那一部分，
前前后后几次才读完毫无系统，现在要写作业的我没办法只好再重翻一遍，翻了老师相关的两篇博客
大致梳理了一下宾福德对过程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尝试的时间和逻辑顺序，希望对理解本书能有帮
助。确实，有的书需要读不止一遍，那就开始吧T^T.
2、读的有点粗糙，有时间再看看。
3、我本身不是做考古学研究的，只是对考古比较感兴趣，常买考古学的书翻阅。感觉这本书，在材
料的解释方面，确实非常的出色，让我耳目一新，受益非浅
4、读过的最好的关于考古学的书
5、老师推荐书目！
6、很多的实话和勇敢！
7、书的质量不错，内容也很好，宾福德的书看起来不是很吃力，解释考古材料思想很新。。。
8、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解释
9、学术
10、这事真正的考古意义上的工作，不为政治，只为社会向前发展。
11、最后一部分对萨林斯在波利尼西亚的评论非常有意思！
12、功能—过程主义考古学的经典之一。
13、很Schiffer
14、已购
15、过程主义考古学的经典之作。
16、大一上学期期末读的，埋藏学什么的，当时很好奇，也确实很有趣。
17、内容不错，内容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18、读得如此之快  看来还是没能领会到宾氏语言之精髓啊
19、重新认识民族志下的史前社会
20、守夜读着《追寻人类的过去》，我也追忆着和外公幸福的过去，外面的大雨漂泊，愿外公一路走
好，520我爱你！
21、這本好看。
22、2015-02-27 
23、实在是好读好懂，给了我很多行为主义的启发。读过之后越发感觉考古学归在人类学里的必要性
。
24、作者最流行的一部作品，由陈老师精心的翻译实数精品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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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类的过去》

精彩书评

1、要从自己所读过了数百本/篇中外有关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介绍，发掘报告，研究成果，文献综述当
中推选一本最能够清楚表达‘什么是考古学’这个估计在所有院校的‘考古学导论’课程中必定会探
讨的问题的书，当选binford的这本《追寻人类的过去》。无论是专业人员，学生，还是考古爱好者，
甚至只是对考古学是什么有一点儿兴趣的普通老百姓，这一本著作都不会有任何难以理解的繁缛的专
有名词和理论框架。你可以不需要那么清楚地复述出新考古学的种种细节，甚至连地层学和类型学都
不需要有深入的了解，就能轻易地体会作者对于考古学研究的种种思考。我想这本书很好地回答了‘
考古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在我求学早期，就知道并读了这本书，我想，所得到的启发一定是大
有裨益。虽然自己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领域6年多了，才读到这本书，也感觉为时不晚。所以，赶紧去
读吧。
2、学习考古五年半了，如果说有什么书值得推荐的话，我首推此书。当然是针对有一定考古学基础
的学者或学生而言。这是一本令我着迷的书，它没有任何的教条，没有任何的说教；他给我们的是思
考的权利。在这本书里，我们任何人都会意识到，考古学时一门学科，而不是一种想象。这本书与中
国考古学的其他论文和著作是不可相比较的。这是一本奇书，是凝聚了Binford教授二十多年思考的伟
大著作，但避免了宾氏语言，变得很好读，并且翻译十分出色，译者是在中国最懂得作者思想的考古
学者。希望这部书可以消除中国对当代考古学的恐惧和误解。

Page 10



《追寻人类的过去》

章节试读

1、《追寻人类的过去》的笔记-第1页

        我已经发表了大部分动物遗存方面的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涉及到掠食作为一种寻食策略
的判断标准问题，还没有发表）。

2、《追寻人类的过去》的笔记-第7页

        没有科学的哲学只是轻浮的文化，而没有哲学的科学是贫瘠的传统。因此，我们必须把两者结合
起来，因为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一个能够对知识增长有所贡献的学科。

3、《追寻人类的过去》的笔记-第3页

        宾福德非常清晰地指出，我们所有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知识，或者说所有我们相信的东西都立足
于推理。现在看来许多早期的研究者，从考古学之父提-里福斯将军（General Pitt-Rivers）和奥斯卡·
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戈登·柴尔德或是瓦尔特·泰勒已经对考古学理论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正确的程序，或是说一
套规则，我们似乎可以由此向前去“做”考古学研究，重建人类的过去。而宾福德反复强调的是我们
还没有这样的规则：这些规则让我们可以离开对考古材料的观察，通过可靠的推理就可以对人类的过
去作出准确的陈述。
上面这句话说得有点过分，关键之处也许不是它过于大胆的揭露，而是它事实上是新考古学的一个基
本观点。

4、《追寻人类的过去》的笔记-第5页

        我认为考古学家不能守株待兔，等待其他学科发展出必要的原理，然后再进行可靠的推理，他们
自己必须发展出一门考古科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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