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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首先要解释的是“科技考古”这个词，这是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其含义实际上是指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

学相结合开展研究。仔细推敲“科技考古”这个词，似乎有一些含糊之处，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更

加合适、更加贴切的词之前，暂时用“科技考古”这个叫法应该属于最佳选择。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词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多年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大致包括对许多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文明要素进行探

讨等等。这些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探讨基本上没有涉及与中国文明起源相

关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技术与经济的研究。技术与经济是整个社会形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认识技术与经济在中

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这个研究之所以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实际上是其研究的内容已经

超出了传统考古学力所能及的范围。有关农业、家畜、手工业等方面的研究，需要科技考古的介入。  

  前几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以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岗遗址、新密市新砦遗址、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山西省襄汾

县陶寺遗址出土的各类相关遗物为主，围绕农业、家畜、冶铸、制陶、石器和玉器制作等与技术和经济相关的领域开展研究，

取得了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从研究方法看，我们针对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地区多个遗址出土的相关遗物，从植物考古、动物考古、DNA分析、食性分

析、冶铸遗物分析、陶器成分、烧成温度分析、石器种类和数量研究、玉器制作工艺研究等8个领域开展合作研究，试图比较

全面地复原当时的技术与经济状况。这个设计本身就是带有创新性质的探讨和集成。  

  从研究内容看，我们首次通过对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农业经济形态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比较科学地把握了当时粟、

黍、稻谷、小麦和大豆等五种农作物种植和狗、猪、牛、羊等四种家畜饲养的发展状况。同时通过研究、归纳当时的手工业经

济技术的发展状况，对当时的青铜器、陶器、石器和玉器制作等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公元前2500年

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整个经济形态特征有别于同一地区公

元前2500年之前的经济状况，而公元前1500年以后整个商周时期经济基础的雏形在此时已经基本形成。根据这个研究结果，我

们可以肯定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段里技术、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与文明演进的过程密切相关。  

  由此延伸出来的对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包括西辽河流域、黄河下游和上游地区以及整个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技术与经

济状况研究已经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这样对各个地区的个案研究以及将多个地区的研究结果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和综

合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必定能够全面揭示技术与经济发展状况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  

  技术与经济状况的研究涉及科技考古的多个领域。从整体上说，科技考古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

方面，我们试图以本文为开端，围绕科技考古多个领域的研究实例畅谈自己的认识。和大家一起，努力推动我们国家的科技考

古研究不断前进。 

采编：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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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