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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100年来，考古学家杰出的工作成果揭示出史前社会丰富的文化面貌，成为历史最客观的例

证。本书以长江中游地区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在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之多

维视角下，梳理与展示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进化”特征与逐渐“文明化“的过程。该书共15

万余字，涵盖了长江中游地区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精选各类遗址、文物图片共

510幅，手绘彩色图稿106幅，包括十位考古领队对第一现场的阐释，超过700分钟的有声书。

　　该书致力绘制一份由考古发现构成的长江中游新石器“家谱”，展现历史时空中的“上下文关

系”。作为一本以科普为主旨的图书，作者未使用学术化叙述框架，而是以文化发生的时间为序，

根据不同时期实物遗存的特性设计与之相契合的“社会场景”，突出古代物品的艺术性与启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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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内容基于但不限于区域文化，从“人类漫长的进化之路——要走多久才成为人属”到“考古学回

头看的好奇心——人类从何时开始考古”；从“国家出现前夜到“考古学家的敌人”。将新石器文

化置于人类进化的链条中，通过对中国史前时代考古成果之概括，为读者诸君建构“走进新石器时

代”的背景资料。

　　本书作者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淼博士，自2011年起从事公共考古工作。在她的视角

下，古猿走过漫长的进化之路，逐实现“生而为人”的心愿。从野外采集食物到发展农业生产，从

驯化家畜到建造房屋，从聚落群体发展为城邦古城，祖先们倾其一生，不断求索。他们是中华文明

最初的创造者，将灿若繁星的新石器文化留给大河两岸。新石器时代并无文字记载，对这段历史的

了解全部来自考古发现。文字与书写为文明加速，新石器时代是文明在摇篮之中的样貌，在这个古

老到可以尽情想象的时空，我们需要无尽的好奇心，回头看！

　　从观察器物到感受古人的审美经验，是进入文明的一种方式，由艺术品组成的历史剧本是探索

文明最合适的路径。在那个没有教条与规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古人的艺术经验源自日常

生活，以天地万物为素材，于自然中汲取灵感，以艺术创作连接他者，建构生活。滚滚长江东逝

水，浪潮起起落落，从洞穴栖息时代的游民到农业社会定居生活的大型聚落群体，作为工具的艺术

与作为审美的艺术如影随形。源自和谐的优雅，于诙谐中彰显庄严，写实却不拘泥形式是史前艺术

的显著特征。那些通过艺术创作赋予秩序，传递爱与关怀，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人们，是史前文明

的缔造者，是我们的祖先，也是杰出的艺术家。艺术是媒介，推动人类进化；艺术是信仰，展现精

神世界；艺术是一种存在方式，艺术即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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