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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内容概要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是作者考古学论文的精选结集，收录有19篇论文。包括考古学学科意义及其与
历史学的关系、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古代巫觋文化的特点及其在王权形成中的作用、东南
沿海尤其是台湾原始社会考古、殷墟考古等。作者立足于实践调查和中国考古学实际材料、吸收区域
文化多元说等新理论，在文明的交互作用、东南沿海与南岛语族的关系、古代王权兴起等问题上提出
了自己严谨精当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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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光直，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考古与人类学家。196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后历
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教授兼系主任，之后转赴哈佛大学继续担任人类学系
教授。张光直于1974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员院士，1979年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获选为
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研究专长为考古人类学，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
国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张院士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数据，对中国上古
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有极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专书十余本，论文一百多篇，其中《古代中国的考古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和《商文明》(Shang Civilization)已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上古时代历
史文化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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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书籍目录

前言
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
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
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
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
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旗起源问题
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
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
“浊大计划”与1972年至1974年浊大流域考古调查
浊水溪大肚溪流域考古——“浊大计划”第一期考古工作总结
圆山出土的一颗人齿
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
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
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
殷墟5号墓与殷墟考古上的盘庚、小辛、小乙时代问题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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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放射出来的文化扩展是合理的解释。作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在中
原有一串完整的系列，而在东部和东南海岸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因此在东部和东南
海岸地区的与中原类似的文化想必是自中原较早的文化传布而来的。可是到今天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
在了，因为在好几个区域中今天也已经有了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发展系列了。因此，“龙山形成期的
大扩张”不能再来作为解释龙山形成期的理论基础。但如西谚所云，我们却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
一起倒掉，因为婴儿——龙山形成期——是真有的。 沿着史前时代交互往来的路线在几个区域文化之
间移动，我们不妨自大汶口开始。沿着海岸平原我们可以走人马家浜文化的领域。从这里我们有两条
路线可走：向南穿过杭州湾到河姆渡的领域及其更南到东南海岸，在这里稍后我们可以接触福建的昙
石山与溪头文化和台湾的凤鼻头文化。另一条路是自马家浜转向西而沿长江向上游走。在这条路上我
们先碰到安徽的薛家岗文化，然后在江西又碰到跑马岭文化（或称为山背文化）。从这里我们可以再
向上游走到湖北的大溪和屈家岭文化，或沿赣江转向南方走人粤北和石峡文化。在这些区域的已知的
文化和遗址不都是完全同时的，但它们的文化传统都是彼此平行的，只是多半都还没有为考古学所揭
露。一般而言，在年代学上看北方稍早（公元前第四千纪）而南方稍晚（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但
这可能只是由于资料不全所产生的幻象，而且至少所有的区域之间都有重叠现象。 沿着东海岸和长江
流域做这个贯穿各个考古文化区的假想中的旅行，我们会看到我们所遇的史前居民在物质文化上有许
多相似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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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作者立足于实践调查和中国考古学实际材料、吸收区域文化多元说等新理论，
在文明的交互作用、东南沿海与南岛语族的关系、古代王权兴起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严谨精当的见解
。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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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张光直先生的书读来非常舒服，现在还差两本没读过，如有时间，需要静下心来体会。
2、这是我高二时买的第一本人类学书。
3、该著作涵盖张先生的十九篇文章，都是经过本人慎重择选出的，价值之重无需细谈，读来感受最
为贴切。
4、读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李济在1954年写给张光直的一封信：⋯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
；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做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
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 人生如遇良师，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5、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一是对台湾考古的新认识，二是“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则是对商
代之前古代中国的更深入探索，至今未被超越。当然，由于时代局限，这两项贡献也留下了许多值得
探索的空间。
6、精装硬壳本，装帧有诚意。纸张白皙。一套九本，目前未出版一本：古代中国考古，期待这本
7、尽管本书收集的文章偏旧，内容也不多，但行文和引用风格都反映出作者所受到的合格的学术训
练
8、讀多了覺得張氏的文章內容重複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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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巨人之躯2013年时，三联书店再版了张光直先生系列作品（全九册），是迄今国内出版先生作品最
全面的一版。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界最富国际声誉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主任，荣
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光直先生这些作品大多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在
八十年代以来便陆续译成中文。时值先生去世十二年之际，重读作品，历久弥新。这些作品既有用考
古学材料建构史前中国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也有总结、阐释商代考古成就
的经典之作《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更有收集了先生大量随笔、序文的《考古人类学随笔》，
以及回忆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得益于这些丰富的素材，我们可以一窥先生一生的考古心路
。作为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张我军的次子，光直先生是位台省籍人士，可因为青少年时生在北京、长
在北京，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在抗战胜利后随全家返回故乡，心中始终怀着对古老中
国的美好感情。既没有1949年左右仓促赴台者的失落，也不似后来海峡阻断之后出生一代台湾学者，
虽也研究古史，心里却失落了对古代中国的眷恋。比如，研究西周制度的杜正胜，实际忝列“绿营”
，以“羌史”成名的王明珂，在颜色上也颇为暧昧。而这一切在张光直先生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先
生身为台籍，对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正是这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使其几乎以一己
之力，将上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前考古的脉络维系一身，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古代中国考古学》的
译者在2002年版的“译后记”中写道：“最近十多年来，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同病魔作斗争。⋯
⋯1994-1997年他又数度坐轮椅来到北京，并曾奔赴他念念不忘的商丘考古工地。⋯⋯先生的身躯虽小
，然骨头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我真正体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2001年初一代考古学巨擘张
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去世。先生去世时，刚过古稀，在普遍高寿的考古学家中算是“英年
早逝”。在有限的生命中，先生写下诸多著名考古学作品，芳泽后世。其中尤以对“商文明”、“中
国史前时代”两方面的成就为最，至今未被超越。“先生的身躯虽小”，却无愧考古学领域“最后的
巨人”。巨人之迹先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众所周知的对“商文明”的综合阐述
。上世纪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在很大程度上与“商代”的发现有重要关联。1920年代末，在傅斯年
主持下，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发掘了大量包括殷墟在内的史前遗迹，但苦于抗战动荡，无法安心
整理、研究，内战后期这批材料中除部分留在大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被携往台湾。加上此后1950
年代的两次重大发现，基本奠定了已知商代文明的认识格局。其一是五十年代初“郑州商城”（早商
遗址）的发现，其二是五十年代末“二里头文化”（夏、商之际）的发掘。但是，两个原因阻止了当
时对“商文明”进一步的整体阐述。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基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传统方法，天然缺乏
对包括生产、分配、祭祀、权力在内的文化全貌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也更无法从“文化互动”的角
度探索文化遗址之间“时空连续性”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恰好在这些遗址发现后
，便进入了一系列运动浪潮当中，使得对“商文化”的跟进研究经历了五十年代的短暂成绩后，就在
很长时间里步入低谷。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商代文明最出色的成果，莫过于陈梦家先生
在五十年代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只可惜，陈先生在留下这部巨著后，也不幸早逝。张光直先生
虽在海外，却一直关注中国大陆地区的考古成果。同时也接受了当时考古界最先进的“聚落形态研究
方法”上的训练，使他事实上成为将“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阐述的第一人。结合考古材料，他从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和“安阳之外的商文明”两个部分进行讨论，系统地阐述了商代中后期和早
期两个阶段的社会形貌。从“族群”、“都邑”、“军事”、“祭祀”、“王权”和“方国关系”等
多个方面，基本奠定了后来研究者讨论“商文明”的主要议题。（还富有远见地将商代文化与周边大
致同时的其他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和清江几何印纹陶文化〕并置研究。见图一）翻开今
天任何一本介绍商代文化的著作，基本上是不会跃出张先生给出的这几个讨论范围的，可见其影响之
深。张先生的另一项成就意义更大，但知名度反而没有那么高。即提出了“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
”理论。这个理论的简单阐述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出现了包括仰韶（甘、陕、晋、豫西）、
大溪（汉水流域）、山背（鄱阳湖平原）、马家浜（长江下游三角洲）、大汶口（山东半岛）、土珠
（辽东半岛）和红山（辽西、内蒙东部）在内多个文化区域，“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
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
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见图二）。这一理论是张先生十分看重的
成果，最早刊于耶鲁大学1968年版《古代中国考古学》，后亲自翻译刊登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
年论文集》中，在其《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中也多次出现。虽然没有像“商文明”研究那么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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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马家浜、大汶口等史前文化对于考古专业以外的人士，多嫌陌生，但这一理论其实是对苏秉琦
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满天星斗”论的积极回应。如图所示，张先生并不认为具体的文化区域是孤立独
行的，在更大的范围内，相邻文化区域存在直接影响，通过文化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联，甚至能构成
一个闭合的“循环圈”。只是这个循环圈未给出方向。这两项成果可以说是张先生一生探索中国史前
史最重要的贡献，“商文明”研究是对已知商代遗存最全面的总结，“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则
是对商代之前古代中国的更深入探索，至今未被超越。当然，由于时代局限，这两项贡献也留下了许
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如果今人稍加注意，或许就能从中发现更多。巨人之踵光直先生在探索中国文明
起源的过程中拥有超乎常人的敏锐视觉，这两项成果之间也是相通的。研究新石器时代互动文化圈，
就是为了打通商文明与早期文化之间的壁垒。他给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绘制了富有启发的“互动
作用圈”，但没有判定这些文化相互影响的趋势，参图二。同时在“商文明”研究的领域，阐述了商
代中国从二里头到郑州商城，一直到安阳殷墟的阶段特征，以及周边的其他文化，参图一。同样没给
出商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他始终未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缺失的环节。或许是两个原因造
成了这种遗憾，首先，他直至去世之前，都执著相信，商文化的源头可能是在殷墟东部的河南商丘—
—这里是商纣王同宗微子启在周代延续商嗣的封国——只是这里至今都未能发掘出任何早于西周初期
的遗迹。然而，他在《中国古代考古学》中已经非常肯定断言“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而不是商代早
期文化”，这种执念源自对“商人东方（海岱文化）起源”的坚信，以至于他在研究中几乎没有提到
八十年代发现的“偃师商城”，更不用说，在他去世前不久（1998年）开始发掘（2014年获批再次发
掘）的焦作“府城商城”遗址——因为这些早商时期遗址都在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西部。其次，受
同时代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炊格尔、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对早期文明及简单社会“王权”与
“神圣祭祀”关系假设的影响，他也对“王权”以外基于物质交换导致的文化流动持保守态度。在“
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中国青铜时代》）一文中，他明确表示，“我不相信在考古
学研究上贸易应当当作与文化系统的其他亚系统，如生业、技术、社会与象征等亚系统平行的另一个
亚系统来处理。”实际上，强调生产-再分配方式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已经成为考古学中
非常主流的研究范式了，相反关于纯粹的“王权”研究，则因其假设体系的失之证明，而日薄西山。
或许正是这两点因素，成为这位考古学界“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修正了张先生判断上的两个问题
（一、比殷墟（商代晚期）更早的商代早、中期遗址都在其西部，而非其东；二、物质交换其实是文
化系统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且存在流动趋势。）之后，重新来看待张先生奠基的史前中国成果，我
们或许就能窥到前辈之所未见。如图二所示，张先生证明了商代之前的东亚存在一个“（文化）相互
作用圈”，包括夏人在内的华夏先民，都是这个体系中的部分。而商人的“来龙去脉”，也当受此趋
势影响。周人灭商后，后裔王子禄父曾经向东北方逃遁，而微子启建立的宋国在黄河下游的商丘。如
果这算作商人迁移的“去脉”，那么当我们把商文化从“二里头”开始（包括偃师商城、焦作府城商
城），一直延伸到商亡后的归宿用曲线连接，就几乎获得了一条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的曲线（见图
三）。那么当我们将图一和图二通过对比、叠加、重合，并对照图三之后，就会发现，图二中“文化
”与“文化”之间互动作用的箭头不应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且将各组箭头连接起来后，就能形成
一个“逆时针”循环圈。当这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的“逆时针”循环圈与“商文化”的迁移
方向结合起来时，甚至就可以判断出商文化的“来龙”。如果我们能确定这个“逆时针”循环的存在
，那么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文化发端的过程，就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一条古人在数千年里沿着逆时针
方向在东亚大陆迁移的螺旋曲线。通过这条曲线的反向延伸，我们就能追溯“先商”，乃至“夏代”
的脚步。这是张先生为当代研究者留下的遗宝。这样的趋势为何没能从张先生的研究中直接反映出来
，既有传统因素，也有时代原因。一方面是被传统观念所束缚，始终将渤海湾以南滨海视作商人起源
之地（其实燕山以北的渤海湾以北也能符合“商人东方起源”的传说）。另一方面，某些对当代考古
学发展趋势的认识误差，阻碍了他对中国史前文化变迁趋势的准确判断。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在当时
以及今天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对中国史前文明的执著信念和超凡的专业认识，使他在相当一段时间
里全力推动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达到了至今无法超越的高度。这是同时代“海峡两岸”大多考古
学者无法企及的，这从张先生独力完成的作品至今全数集结再版，而某些举众力而为的“断代工程”
除了薄薄一册“阶段成果报告”，之后再无音信可得互见。光直先生以“瘦弱”之躯肩扛中国考古学
的过去，在考古史中投射高大身影。斯人已逝，智慧永驻，再次翻看先生作品，既是对前辈求真精神
的缅怀，也是对今人的一种鞭策和勉励。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2/15/1238958.shtml原网
址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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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铙宗颐应为饶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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