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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新思路

考古类型学应向定量分析方向发展——读《定量考古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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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值得大力书写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成

熟发展阶段，尤其是一批有志学者，在依托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大发展的环境下，解放思想、潜心研究、

积极创新，使得一大批重大研究课题在这个年代里得到开拓并取得重要进展，而断代技术、物质成份分析技

术、勘测技术等一系列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也在这年代里在考古学研究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其中，数学分

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也在这个年代经年轻学者的不经意引入而开始发展起来。近年来由陈铁梅教

授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定量考古》一书，即是作者在那个年代里开拓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以来20多

年功力的结晶。 

数学，早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就开始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应用。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考古学运

用数学，主要是用于记录发现的考古学遗迹与遗物，以及分析研究考古学遗迹遗物时的简单的初级四则运

算。尽管在我国考古学中开展断代技术、成份分析技术也应用数学分析方法，但那是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中

的应用，而不是直接作用于考古学研究；在人骨测量分析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那是体质人类学研究。数学

分析方法如何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由于考古学研究方式的特殊性，长期以来未能得到重视与开拓。 

然而，数学方法的应用，是衡量一门学科本身发展成熟程度的一项标志。所以，数学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运用，就成为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需要大力探索填补的研究空白。《定量考古学》正是填补这项空白的

第一项系统成果。 

《定量考古学》一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考古学研究中基础统计学，包括在定量考古研究中如何用数

学语言来处理描述被分析的考古学资料，这是涉及到能否将不规范描述的考古学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关键。

以往之所以不能够有效地将数学分析方法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因为不能够按数学分析方法的要求，精

确地处理描述考古学资料。这是进行定量考古研究必须掌握并不断探索完美的重要环节。而介绍的统计学，

充分考虑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考古研究人员对数学的掌握程度，由浅而深，由简单分析到复杂分

析，以及各种可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如统计推断和总体参数的估计，各种假设检验的计算分析，各种变量

的分析，对考古样本的采集和评估，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等。并例举仰韶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出现频

率的相关性研究、赤峰地区考古调查中对稀疏分布的陶片的相关性分析、两周时期青铜容器数量与组合关系

的研究等，进行实例介绍。 

下篇主要介绍几种多元统计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有实体的分类和等级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与实体的

归类、多元数据的降维和主成份分析，考古实体的排序和分期等。下篇介绍的几种多元统计方法，大都有定

量分析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实战例子，也是作者20多年来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进行深入探索的主要内容。如

应用多总体判别分析和主成份分析分别进行商周原始瓷产地的溯源研究，应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进行我国新

石器陶器的归类研究，应用主成份分析方法程序进行河南省出土二里岗期前后的陶豆的分期研究，应用排序

方法进行江陵雨台山楚墓的排序与分期研究，以及概率分析方法与聚类分析方法对陕西渭南史家墓地的研究

等，同时还分析了这多种定量考古研究实例的得失等问题和解决的方式。这些研究实例，大致是以往20年定

量分析方法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的主要成果。所以，该书又是我国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进行考古学研究的

集中体现。 

该书书前有严文明先生的序言，书后附有参考文献，还附有具有考古学研究特点的各种分析研究的习题，以

及各种供分析使用的数值表等。全书按教材体例编写，既有原理、方法，又有研究实例、注意事项与习题，

比较容易为初学者学习掌握并运用于研究。 

《定量考古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数学考古的专著。记得有一句名言：“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数学

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所以，该书的出版应是我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一件喜事，而从这句名言的

角度而言，还应是我国考古学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标志之一。 

然而，回顾数学分析方法在我国考古研究中运用的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概率分析方法在考古学

 



中的初步运用》论文的发表到现今的20多年，仅有《定量考古学》这一部专门的著作及10多种可数的研究成

果。这与已经有数百部考古学专刊与专著、无数研究报告与论文相比，不禁让人辛酸。想当年，有一批青年

学子欲用数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应用以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他们或浅尝辄止，

或昙花一现，后来大都半途而止。到如今，仅陈教授独自一人在这领域中耕耘，这或许与陈教授有数学底子

的天赋有关，但更应是他的执着与追求才支撑着这一宏大的事业。 

在考古学中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创作。这并不是因为数学的深奥而不易掌握，而实在是考

古学研究中对发现的遗迹遗物的描述不够规范和随意而不能达到精确使然。如果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

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是对一门学科发展程度的科学判断，那么，在考古学研究中开展定量

分析研究就应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方向。 

数学是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一门学科”。而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古代社会物质遗存的时空关

系。从理论上分析，他们之间应该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目前，考古学中研究古代社会物质遗存的时空关系

的方法，主要是考古地层学（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其中考古地层学以分析遗迹遗物的层位关系为

主，可进行定量分析和数量计算的数值较少。所以，定量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大有作为的方面，应

是在与考古类型学分析有关的方面，这也应是考古类型学发展的最终方向，还是中国考古学不断创新的重要

内容之一。 

然而，依目前的研究状态而言，应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考古类型学方面课题的研究并有所突破，十分艰难。

这主要是与应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遗迹遗物描述方式的陈旧及不规范有关。这大概是一些学者极力探索运用

数学分析方法进行考古学研究却半途而止的原因。这也正显示出《定量考古学》这一经20年积累所形成成果

的可贵。 

《定量考古学》一书的出版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一件喜事。他的出版也似乎在大声呼唤：在21世纪的数

字化时代，考古类型学应向定量分析方向发展啊！ 

 

《定量考古学》，陈铁梅编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系列教材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

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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