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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考古”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近年来，“经济考古”或“经济考古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频频推出，如美国考古学家罗泰先生于2017年12

月14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东周时代经济考古的一些问题》的学术演讲；考古学家焦天龙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

《经济考古学的历史与概念》的报告会。《南方文物》杂志专门设立“生业与社会”栏目，不定期发表与经济考

古有关的论文。考古学家何驽、袁靖、张弛、张敏、王立新等近年来都发表了有关经济考古的重要论文，为中国

经济考古研究开拓出广阔的空间。在国际上，还有经济学家主动介入经济考古研究，同样获得重要的理论发现。

　　“经济”是当代的热词，但其概念却众说纷纭。概而言之，经济是指人类运用生物、非生物、信息、能量、

资本、劳动等资源及工具制造或创造出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产品以及有关这些产品的流通、交易或分配、消费等

活动。对“经济”的观察包括物质或精神产品、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统计等资料，其中又以作为物质现象

的产品或商品最为重要。而“物质性”资料恰恰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可以说，考古学家在田野中发现的

无论是石器、陶器、玉器、瓷器、铜器、铁器、钱币，还是城乡聚落遗址、建筑遗迹、工农业活动遗存等，都可

以视为古代的“经济”现象。其次，考古学发现的物质资料绝大多数都是事关古代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材料，而这

些材料也大多属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其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

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

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总之，就考古学材料本身

所具特质而言，“经济考古”无疑是其最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方向之一。

　　“经济考古”研究的主要领域究竟有哪些？我们从考古资料本身出发，并参考当代学者有关成果，可以做出

以下几个方面的回答：

　　一是探索人类百万年尺度下的经济演化过程和经济发展规律。考古学材料告诉我们，人类有过300多万年的

历史，走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以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等不同历史时期，这些不同时期存在时代背景、生产力水平、环境要素、人口规模、文化程度、社会

组织形态等的不同，考古学家可以利用百万年尺度和物质性资料观察比较人类各类经济现象从起源到发生发展的

全链条过程，除肉眼可见的物质材料之外，还可以运用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产品及原料成分分析等

科技考古方法，从宏观到微观，揭示不同产品的生产及流通过程，也可以辅助运用民族志和历史文献资料确定考

古材料与族群、区域、国家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使“经济考古”研究获得更加多样和全面的学术支撑，进而发现

更加细节的经济运行现象和原理。

　　二是探索家庭、私有制乃至国家文明起源和不同国家文明形态等以及一切“上层建筑”现象得以起源、产

生、发展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国考古学界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为中国国家文明探源工程

做出了杰出贡献。可以认为，从前国家时期的“自然经济”到国家产生之后的“政治经济”，其间过渡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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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考古”是理解“国家”及“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形态而得以产生的原因、动力、条件等相关问题的关键所

在，也是理解不同国家文明特质的关键所在。

　　三是探索不同时期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至消费环节的系统性问题。一般考古学研究关注的是由物质资料

所表现出来的“考古学文化”或有关若干物质文化现象的历史学问题，而“经济考古”着眼于这些物质资料或

“考古学文化”所呈现的经济学意义。在这方面，何驽先生对崧泽文化的商品经济的思考，对磁山遗址、北福地

遗址、杨官寨遗址史前商品经济及其考古标识的分析特别引人注目。

　　四是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产行业生产中涉及的资源开发、生产品种、生产方式、生产能力、产品去向、

消费人群等问题。如中国有许多陶瓷窑口，其产品会在不同地区、不同遗迹单位出现，许多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地

的整个经济运行过程我们并不清楚，“经济考古”可以把过去的陶瓷器物学研究上升为陶瓷经济学研究，从而发

掘考古学资料所拥有的更广泛的学术内涵。

　　五是探索物质资料从生产者到流通交易者再到消费者这一过程中所展现的个人、家庭、人群、机构、聚落、

区域、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过去，考古学者可能不太关心出土的物质资料作为“产品”或“消费品”的

经济学及社会学意义，“经济考古”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有助于实现“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目标。

　　六是探索不同区域的生产水平、生活方式及消费水平。过去，笔者曾运用考古资料分析过西汉时代的江苏经

济；也有不少学者利用考古资料研究过宋元时代茶叶的生产和消费问题；刘兴林先生在汉代区域性农业经济考古

方面也有多项成果。相关实例甚多。

　　七是探索不同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商业流通及社会发展状态等方面的关系，即用

经济考古的方式研究人地关系及其变迁问题。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史前时代，今后应关注历史时期相关资

料的获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八是探索古代中国的国际贸易问题。当今，丝绸之路考古受到高度重视，中国考古学者也在多个国家开展丝

路考古发掘和研究，无论是丝绸还是陶瓷、香料、茶叶、硬木、玻璃、铜器等，其实都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产品，

也都存在着从产品生产到运输再到消费地和消费人群的经济运行过程，运用“经济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使

丝路考古资料从文化学研究扩展到经济学研究，从而揭示出更加复杂的跨国贸易的发生发展过程、机制和影响。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讨论“经济考古”涉及的更多领域，包括运用若干经济学方法和原理去观察考古学材料

所蕴含的广泛的经济学价值，从而让考古学从一般认为的“人文学科”发育出更加多样的社会科学方向，也让考

古学为人类的今天和未来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本文为大众考古2020年7月刊卷首语完整版）

相关文章

 

今日热点

【评论】用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农村移风易俗走实走深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建设暨纪念西安事变8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资讯
“中等强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京举行
杏坛大师 楠木成森：纪念黄枬森先生百年诞辰
党对“三农”问题的百年探索

回到频道首页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ssn.cn/lsx/lishixuezhuanti/bwcxljsm/
http://www.cssn.cn/index/skpl/202111/t20211128_5377523.shtml
http://www.cssn.cn/zgs/zgs_jl/202111/t20211128_5377522.shtml
http://news.cssn.cn/zx/bwyc/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11/t20211127_5377495.shtml
http://marx.cssn.cn/mkszy/yc/202111/t20211127_5377507.shtml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11/t20211124_5376588.shtml
javascript:goChannelPage();


值班电话：010-65393398    E-mail：zgshkxw_cssn@163.com    京ICP备11013869号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网 版 权 所 有 ，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2011-2021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sstoday.net/Index.html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5545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