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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曹兵武先生所著的《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公众对考古学和文化遗产的关注呈升温趋势，电视节目经常播出有关考

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介绍，各类有关考古发现的通俗书籍频频亮相。虽然这些报道
和书籍搀杂有某种猎奇和探寻历史之谜的动机，但是这在帮助考古学这门学科走出
象牙塔、亲近普通大众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何能让公众了解考古
学是一门探知人类过去的科学，而文化遗产更是历史文化的见证，我们的专业人士
做的仍远远不够。在我国考古研究中，普遍充斥了专业性极强的枯燥术语，有时专
家之间的交流尚有障碍，离普通公众当然更加遥远。所以加强与公众的联系，不但
要求考古工作者有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也是对考古学家学术水平的挑战：未经深
入，也无法浅出。把堆积如山的考古材料还原成公众能理解的话语和其他学科可以
利用的知识，应当成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考古学家在普及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深远意义在世界上一些文物保护

先进国家里显得尤为突出。比如，丹麦国民堪称世界上最具文物保护意识的公众，
丹麦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并不繁复，也没有定罪的细则，但文物犯罪极为罕见。据
统计，几乎每一百个丹麦人中，就有一个订阅考古期刊。这种传统固然和该国上下
酷爱文物和民族主义传统有关，但不可忽视的是，从１９世纪考古学诞生初期，丹
麦考古学家就从未懈怠过向公众做考古知识的普及。从创立“三期论”的汤姆森
起，历任国家博物馆馆长都以大家手笔撰写普及读物，这已成为丹麦考古学界的传
统。统计数据表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间丹麦出版的考古书籍，有３４％是
普及性的。在这种持续而有力的推动下，丹麦国民人人深明保护文化遗产的大义。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这本书是努力向公众介绍考古学是怎样一门学科、考古

学家如何做出发现，以及怎样理解考古发现的一次系统尝试。作者希望通过对这门
学科的介绍，引导读者获得一个入门的途径，使读者可以进一步关注考古学的进展
并作出自己具有原创性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可贵之处即因其旨在让读者
了解这门学科的真谛，而有别于一般侧重介绍精美文物或轰动发现的普及性读物。 

 
在第一部分，作者以前后穿插和跳跃的方式将考古学与人类过去的关系加以陈

述，从上帝造人的宗教教义到史前考古学的诞生，从１９世纪开始世界各国的考古
发现到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前史的确立，介绍了考古学是一门了解我们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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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历的学科。 
 
第二部分为考古学的性质和发展简史。作者介绍了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表现为通

过发掘收集材料，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整理和分析，最后运用科学理论对材料进行阐
释，从而将物质材料转化成为科学知识的三个步骤。而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也经
历了不断科学化的过程，表现为从单一的类型学排列到多学科交叉的全方位信息提
炼，从器物编年到人类行为的解读，研究的结论也从依赖专家经验性和常识性解释
到有问题指导的对各种可能做演绎性的检验。中国考古学在经历了一条相对独立的
发展历程之后，也开始尝试与国际的发展接轨。 

 
第三部分是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在介绍了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地层学和类型

学之后，作者花了相当笔墨介绍了当代考古学中的探索前沿：环境考古，聚落考
古，人类行为分析和社会生活的重建。因此，考古学包括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分析和
研究，即处于较底层次的材料采集，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年代学分析以及环境资
料的收集。在材料初步整理的基础上，上升到将物质材料转化为人类行为的中程研
究，以便深入探究和了解这些物质材料所反映的人类活动。在这个层次上，器物功
能分析，埋藏学，实验考古，民族考古学被用来提炼人类行为的各种信息。在中程
研究透物见人的成果上，考古学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科学阐释，比如了解人类社会
发展的一般趋势、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变迁和复杂化的进程、文明起源或衰落的原
因，并探讨诸如生态环境与生存策略、人口压力与经济变迁、冲突与贸易、群体关
系以及人类宗教信仰在社会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第四部分是田野技术的介绍。从田野勘探到发掘布方，从地层学原理到器物采

样。作为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技术工作，这些方法的完善和操作步骤的严格执行是考
古研究能够正常进行的基本保证。 

 
第五部分涉及考古科技的进展。考古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和科技手段的发展

密不可分的，因为它们为考古学家提供了种种精致的手段来分析提炼考古材料中的
信息。考古科技的发展最早是从绝对年代测定方法开始的，有了精确的断代技术，
考古学家才能观察到文化的细微变化。此外，孢粉分析、器物上的脂肪酸分析、古
ＤＮＡ分析、电脑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运用，大大增强了
考古学家观察和处理考古材料的能力，使考古学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拓宽透
视过去的视野。 

 
第六部分涉及考古学的阐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考古材料做出科学的阐释是这

门学科的核心所在。如果考古学仅仅局限于发掘采集一些材料，发表一份简报，显
然是远远不够的。考古学的阐释也呈现一种不断发展的趋势，从发展初期仅限于编
年和分期，到后来引入文化的功能分析，发展到今天关注所有考古遗存的背景来对
人类社会的各方面作出整合分析，以重建人类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发展趋势。在这种
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过程中，考古学家需要有理论的武装，即如何通过设计严谨
的研究程序，探究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因果关系，将单凭直觉的主观判断转变为可信
的科学结论。正如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逊Ｍ． Ｊｏｈｎｓｏｎ所言，考古学家和
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现象转化成对过去有意义的
解释。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考古学家建立一座连接的桥梁，这座桥梁
就是用来阐释的理论与方法。否则，考古学就会倒退到“古物学”时代，根据其本
身特点来收集和整理器物，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了解过去的证据。 

 
第七部分介绍了国际考古研究的三大战略性课题：人类、农业和文明的起源。考

古发现不但延伸了我们难以想像的人类历史，而且发现了人类起源和发展错综复杂
的脉络。农业起源则探究为何在更新世和全新世交界的短短几千年里，在世界几个
不同的中心几乎同步开始了驯养动植物的历程，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文明和国家探源则集中在人类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理论阐释上，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
关心是哪些因素促使了不同地区的原始社会发展出复杂的管理机制。世界上几大文
明古国虽然在物质文化上表现出迥异的特色，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上有着许多
共性，这种社会复杂化机制成为考古探索最具挑战性的领域。 



 
最后作者花了相当的笔墨探讨了考古资源管理和公共考古学的问题。虽然考古学的
成就骄人，但是它也面临严重的危机。因为在考古学能够全面复原人类的发展历史
之前，盗掘者已经将珍贵的考古遗址和墓葬变成了一个个兔子洞，而各种经济活动
和人为破坏对地下文物资源的损毁也已到了瘟疫的程度。为此，美国考古学家费根
称考古学家是科学界的“濒危物种”，他们所要调查和研究的对象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迅速消失。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走笔又回到了作者在序中陈述的宗旨，这门
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公众的支持和全社会对考古文物资源的保护。如何使“考
古学是了解过去人类活动和发展的一门学科”深入人心，还有待于教育普及工作的
展开。高素质的公民是文化遗产保护最根本的基石，只有全国上下动员，将我国地
下和地上文物加以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考古学才能通过发掘和研究来重建人类已
逝的过去。 

 
总之，向读者介绍考古学的要义，而不满足于用精美文物和轰动发现来哗众取

宠，是这本书的特色。全书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涵盖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基
本理论方法，田野操作技能，考古科技，材料的阐释，以及目前考古学上的热点问
题等，既可作为业余考古爱好者的入门向导，又是一本适合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和专
业人士参考的辅助读物。 

 
曹兵武著，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６月出版，定价２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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