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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至17日，亚洲农业的传播——理解成都平原的早期聚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  

本次研讨会的宗旨有两项：一是让自2005年起在成都平原进行的国际合作(CPAS)项目成员将工作背景、方法及未来研究目的介

绍出来；二是让目前正在研究东亚农业起源与传播的学者在成都项目的背景下，介绍各自研究领域的成果，并对下一步的工作

及研究目的提出对策。  

  与会代表来自中、美、英等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章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赵志军）、台湾大学（陈伯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Rowan K. Flad, Ofer Bar-Yosef, 

Richard H. Meadow）、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Gwen Bennett)、康涅狄格大学(Alexia Smith)、俄勒冈大学(Lee Gyoung-Ah)、伊利诺伊

州博物馆(Edwin Hajic)、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Loukas Barton)、伦敦大学(David Harris，Dorian Fuller)，以及哈佛大学的在校生、中

国的访问学者、进修生等数十人。  

  会议议题主要分为：第一部分：（1）介绍成都平原国际合作项目的计划、目的；（2）东亚地区的田野考古调查及面临的

挑战；（3）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背景；（4）成都平原农业起源的问题和研究方向；（5）成都平原的地貌学研究；（6）成都

平原调查项目反映的早期社会生计方式；（7）成都平原考古调查在四川盆地考古学术史中的意义。第二部分：（1）东亚农业

的萌芽、起源与进化：以中国西北地区为例；（2）黄河流域的农业集约化：以仰韶时期为中心；（3）史前农业中地区模式的

统计学检验方法；（4）南亚地区的农业起源及其他；（5）中国农业的起源及四川盆地的案例；（6）我们从西亚与中亚采集

者到农夫的转型中学到了什么；（7）中亚西部的农业发端: 固有还是外来?  

  会议的第三项议题以自由交换意见的方式进行。与会者从各自研究经验出发，为成都平原国际合作项目计划热烈交换意

见。主持人为哈佛大学著名的动物考古学 家梅多 博士，他尤为擅长将农业起源和传播讨论中遇到的各项问题与他在南亚工作

中获取的精辟观点融会贯通，为现场增色不少。他强调，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同时兼顾动植物间的关系，特别是当一个地区引入

新的驯化动物后对本地生态带来的影响。这一观点得到与会英国考古学家哈里斯的支持，后者以此为契机，总结了下列三项主

题：（1）新品种的引入问题；（2）狩猎采集者与种植者之间的联系；（3）如何判断考古遗址属于定居的人群。  

  与会所有学者对此次会议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期望此次会议研讨的内容和提出的建议将进一步推动并利于成都平原考

古调查计划的展开。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应邀前往参观了波士顿大学东亚考古学和文化历史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和皮博

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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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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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