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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学习中，发现老师讲授的原始社会考古学

的主要内容可以用“形状”两个字来概括，即首先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

陶器的形状，然后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状，最

后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状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1985年，我

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石兴邦先生学习新石器时代 考古。我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据区分遗迹和遗物的形状

特征这个基本思路，把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三个组。毕业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参加过多次田野发掘，也写过一些发掘报告和论文。有些从形状的角度开展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到现在看还是正确的。在当时以建

立文化谱系为主要目标的新石器时代 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1989年，我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加藤晋平教授给了我三个建议：一是继续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二

是学习日本绳纹时代 考古，三是学习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考古学界的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于是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知识结

构，选择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日本、欧美的考古学界在完成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后，

通过加强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建立起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从多个崭新的角度开

展研究，把考古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这两门学科正是欧美学者在推动考古学前进的过程中，逐步建

立和完善起来的。

     从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至今，已是16年过去了。这十几年里我的研究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文物局课题的支持下，努力促进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目标、

理论和方法与国际同类研究接轨，做好动物考古学研究。我先后前往内蒙古、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四川、重庆、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处考古遗址开展动物

考古学研究。我观察、鉴定、测量过的各种动物骨骼、贝壳数量已达30余万块。各种数据都已经输入电脑，由此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

数据库。同时，我还把整理过的属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个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分类整理，建立起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动物

骨骼标本库。这样一个包括古代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类动物骨骼和贝壳的标本库，在中国考古学界是最齐全的，在世界考古学界

也是不多见的。我的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动物考古研究的方法、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

源的几种方式，不同时空范围内不同阶层的古人利用动物进行随葬和祭祀的特征差异，文化交流中的多种动物证据等等。这些认识揭

示了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  

    我研究工作的第二部分就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的支持下，组织包括考古学、第四纪地质与环境、

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等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在胶东半岛开展了以环境考古研究为目的的贝

丘遗址的野外调查、发掘和研究，完成了环境考古工作。我在环境考古领域里探讨的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认识特定时空范围内古代

人类是如何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开展生存活动的，他们在适应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又是如何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乃至于

破坏自然环境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关古代居民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认识，对于帮助现代人类解决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相

处的问题，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决定顺应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潮流，组建科技考古中心。和科技考古中心的同事们一起努力建

设、发展科技考古事业就是我研究工作的第三部分内容。十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各级领导的关心下，我们科技考

古中心先后被列为院重点扶植学科、重点学科及重点研究室。我们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要课题。比如在刚刚顺利结项的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项目的四个课题中，我们除主持或参与主持两个课题外，还在另外两个课题中承担了多项

任务，成为国内考古学界在这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承担任务最多的研究部门。我在研究中体会到，科技考古正在从两个方面显

示出自己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全方位地开辟了以往考古学研究不能涉及的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

效率和精确度。放眼未来，这两个方面都将随着考古发掘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新进展而一直持续下去，并且将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以上三个部分的主要研究成果都分门别类地收集在这本文集的第一至第三编里。这本文集的第四编是悼念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名

誉主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和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的。这两位先生在推动中国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

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第一至第四编的文章此次发表时都略作改动。这本文集的第五编是我的科研成果篇

目。我把它们按照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8年分别归类。从中可以看到21世纪前8年科研成果的主要特征除了数量明显增

多外，英文文章的数量也增多了。中国在走向世界，学科在走向世界，我自己也在努力走向世界。

    现在，由前辈学者们开创的中国科技考古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她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广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刻

苦钻研，得益于学习科技考古的青年学子们的勤奋努力，也得益于全国广大考古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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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考古研究力度，提高考古学调查、发掘和研究中科学技术的含量，考古学运用的技术方法就会越来越科学，考古学提取的信

息资料就会越来越丰富，考古学开辟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泛，考古学获得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就一定会更

加灿烂辉煌。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北区三角地一号楼 电话：021-65643739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制作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