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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参加《考古》杂志社举办的庆祝《考古》获得第二届政府出版奖期刊奖的座谈会，提出开辟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专栏的建议，因为时

间有限，没有展开阐述。这里借“科技考古漫谈”的栏目畅所欲言。 

      现在，科技考古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比如，在已经完成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这个项目中，一共有4个课题，分

别为年代学研究、环境考古研究、技术与经济研究、精神与社会文化研究等，研究内容以科技考古某个领域或综合几个领域研究的课题占到3

个。在刚刚启动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这个项目中，跟中华文明探源密切相关的课题大致有9

个，其中以科技考古某个领域或综合几个领域研究的课题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考古研究、技术与生业研究、遥感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GIS在

考古中的应用等，科技考古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多数。由此反映出考古学界对科技考古各个领域研究的关注越来越多，投入的研究经费越来越多，

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相应地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这是21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潮流。毫无疑

问，要做好科技考古研究，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其中，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人员加强与考古学研究人员的密切合作，扎扎实实地做好研究工作

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作为发表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杂志，也要积极地思考如何从学术杂志的角度推动科技考古的发展。比如，如何更好地

展示科技考古研究的成果，如何积极参与引领科技考古的发展趋势等等。其实，这些思考的核心涉及到中国考古学界的学术杂志当前及今后如何

在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个关键问题。 

     我的建议是现在科技考古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广，包括《考古》在内的不少地方上出版的多本考古杂志能否考虑设置反映科技

考古研究成果的栏目，或者是已经设置科技考古栏目的杂志能否把栏目再做的具体一点。比如，我最近正在审阅一篇关于一个重要遗址出土的人

骨食性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揭示出不同规格的墓葬出土人骨的营养级是不一样的。用大白话说，就是地位高的人吃得好，地位低的人吃的差。

这个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方法揭示出来的科学研究结果，经得起重复实验，为考古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个结论很重要。另

外，我参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最近完成了一篇讨论一个重要遗址出土的多种动物的食性的文章，这些动物包括家养的和野生的，通过研究，可以

为我们探讨家养动物提供食物结构的证据，也可以了解鹿等一些野生动物的食物结构特征，扩充我们对各种动物食物结构的认识，这是一个填补

空白的研究，在国际动物考古学界也是属于前沿性的。其三，我了解有一位学者正在做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重要遗址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骨骼的食

性分析，对这个地区某个遗址的大量人骨和多种动物进行大样本量的食性分析研究，在国内还是首例。尤其是对当时水牛的食性研究，出现了很

有意思的结果，值得认真探讨。如果策划一个食性分析的栏目，集中刊登这几篇关于人和动物的食性研究的文章，是很有意义的。由此我也想到

科技考古的其他研究领域，比如，对于年代学研究而言，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对多个位于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考古遗址的碳十四年

代数据都有了新的认识，这牵涉到多个地区新石器时代年代框架的细化。对于环境考古研究而言，以往比较注重自然剖面的取样，开展孢粉研究

等，复原古气候，探讨气候变化与文化变迁的关系。现在，开始更加注重从各种资源、古地貌和古水文的角度来探讨具体遗址的人地关系。对于

动植物考古而言，我们认识到更多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的食物种类和比例，更多的有关当时人的祭祀、战争、骨器制作等活动中利用动物

的信息。对于冶金考古研究而言，多个采矿和冶炼遗址的发现，对于各个地区早期青铜器特征的把握等，出现了一批亮点。另外，陶器研究中的

制作技法研究跟以往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石器研究中的石材鉴定跟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等等，通过对具体遗址的研究都可以推出一批新的成果。

上述各个领域的多项研究成果，都可以分别汇总到一起做成一个个专栏。这类专栏对于科技考古的各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总

结，对于今后的深入研究，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更重要的是此类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对于深化考古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当

然，鉴于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可能现在负责各类考古杂志的编辑们还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这些专栏的策划和组稿工作。这种事情可以

委托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专家和考古杂志的编辑共同来策划，一起来完成。 

      我们的《考古》杂志及不少地方上出版的多本考古杂志，在介绍中国考古学及各个地区考古学的多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考古学走到欣欣向荣的今天，这些考古杂志的努力功不可没。相信在推动科技考古各个领域的研究全面介入到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这些考古杂

 



志也一定能够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再立新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1年7月22日7版) 

采编：高游 中国文物信息网

 

留言留言留言留言须须须须知：知：知：知： 

一、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二、不得发表造谣、诽谤他人的言论；  

三、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亲身经历请注明；  

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五、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 

六、本网站拥有发布、编辑、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 

七、如在本栏目留言，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 

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

共 0 页  0 条 当前第 1 页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 

共 0 页  0 条 当前第 1 页  

发表评论

名字：  匿名发表 

关于我们 | 联系电话 | 广告刊例 

中国文物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邮编：100007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东侧2层 

电话：010-84078838 传真：010-84079560 建议使用1024*768或以上分辨率浏览 

制作维护中国文物报社网络中心 电话：84078838-8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