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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两部新著

2004-10-24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三期    点击: 593

    第一本书也许算不上新著，因为这是一部大部分已经发表过的论文结集。书的标题是The 
Breakout-----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勉强可以译为《破裂：文明的起源》。该书的编者是玛莎

防疾 *-卡罗夫斯基（Martha Lamberg-Karlovsky）。她原是《符号》（Symbols）杂志的编辑

（1980-1995）。这本杂志是哈佛大学皮保德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及人类学系编辑的通讯性质

的刊物。在她作编辑的1984年，张光直先生在这刊物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古代中国及其在人

类学上的意义》（中文刊发在《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随后，许多哈佛校内外的著名考古

学家围绕张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西方古代文明是一个断裂性的文明的

论断，分别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做出不同的答复和论辩。   这本书就是主要以发表在

《符号》上的论文为主合成的一部文集。《符号》的发行量很小，流行不广，所以这本书对于我

们全面了解这场围绕东西方古代文明发展模式的争论，很有助益。全书仅131页，却涉及了全世

界几乎所有主要的文明起源地。这里不妨把目录公布如下： 1、前言； 2、致谢； 3、导言：

开头的话（Martha Lamberg-Karlovsky）： 4、第一章：古代中国及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张光

直）； 5、第二章：近东的撈屏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契约（C.C.Lamberg-Karlovsky）； 

6、第三章：古代中国、新大陆和近东的意识形态传统：一些观察（Gordon R. Willey）； 7、第

四章：文明发展中的秩序和正义理论的讨论（David H.P.Maybury-Lewis）； 8、第五章：神圣景

观和玛雅的王权（Linda Schele）； 9、第六章：民主社会概念的印欧起源（Mason 
Hammond）； 10、第七章：古代的以色列人怎么不一样？（William G.Dever）； 11、第八

章：古代埃及的专制和交换（Mark Lehner）； 12、第九章：哈拉潘的开始（Greory L. 
Possehl）； 13、第十章：东方主义和近东考古学(Mogens Trolle Larsen)； 14、引得。   这

些作者有的赞同张光直先生，有的则持反对的意见，还有的对张光直先生的意见作了修正。由于

本书作者分别是研究埃及、印度、近东、欧洲和中美洲古代文明的专家，所以文章虽短，但很能

抓住要害。张先生晚年曾在国内多次著文呼吁加强对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希望中国的考古材料

能够对提出和修正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性意见做出贡献，可惜应者寥寥。本书对于从文明比较的

角度反观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本书作为专刊第9号于2000
年由哈佛大学皮保德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出版。   第二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著名历史

学家、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的新著《祖先的景观：晚商中国的

时间、空间和社会（公元前1200-1045年）（The Ancestral Landscape---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ca. 1200-1045 B.C.)）.这本题为献给胡厚宣先生的专著，作为

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出版系列《中国研究专题》（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第53
号，于2000年由该研究所和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ro Chinese Studies）联合出版。全书仅209
页，但却对晚商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以他所擅长的甲骨文的材料为基础，旁

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许多有关学科的新成

果，对晚商历史作了紧凑而又令人信服的描绘。   本书除前言、凡例、图、表、引用卜辞出

处、引用卜辞引得、参考文献和全书引得外，凡八个部分： 1、气候； 2、农业，又分两节，分

别讲农时和病虫害； 3、时间：历法结构，分五节，分别讲以60天为一个循环、旬、月、五种

祭祀周期、记数祭祀周期等等； 4、空间：中心与边缘，分五节，分别讲首都或祭祀中心、四

土、方、巫、商王在其领地的出入等等； 6、空间：宇宙和方位，分四节，分别讲方位、从四土

看方向、从天气看方向和作为世界地图的卜骨； 7、社会：土地及其居民，分别讲王族、其他家

族、人、动物和景观及各种超自然的力量； 8、宇宙观和遗产：商代的摲鐢。  吉德炜先生是

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的文字也非常讲究。这部正文只有129页的著作，参考文献竟达39页；正文

中注释的篇幅约占三分之一，凡此都说明这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书中新意迭出，读来引人入

胜。用书后评论者罗泰的话说，它的高度超过所有以往用中、英、日文发表的在这些个方面的研

究著作，所以它的出版值得我们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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