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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论文是一个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该领域的学术动向。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1999～

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国内13所院校的考古文博专业共有近200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2006年以前的

资料来自《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年和2008年的资料通过其他渠道搜集，可能有所漏缺），从这批博士论文的选题情况可大

致窥见这一时期考古文博专业的学科发展趋势及相关学术动向。 

一  

       近10年国内考古文博专业博士论文仍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汉唐考古等按时代划分的研究方向为大宗，地域

考古、专题考古以及科技考古的研究方向也占有一定比例，近年还出现了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等一些新兴的专业

方向（见图一）。  

史前考古的论文约31篇。其中，为数不多的几篇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研究对象集中在华北和东北，包括石料和石器制作

技术研究、人骨病理研究、单个遗址的综合研究等。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论文较多，研究的地域包括中原、华北、东北、西北以

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总体上以北方居多。具体有聚落、城址、墓葬研究，地域文化的综合研究，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地

域人口研究，彩陶纹饰、玉器、陶器、建筑等专门性研究，此外，出现一些关于文化演进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涉及文明起源

问题的论文。  

夏商周考古论文约45篇。其研究的空间范围有全国性的，也有地域性的，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东北地区，内容

有地域文化综合研究，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周文化分区研究，先周文化研究，夏商起源研究，墓葬

研究，以及青铜器、青铜兵器、器物装饰、葬玉、石器、车马埋葬、祭祀遗存等专门性研究。  

秦汉以后考古的论文约28篇。其中有全国性的，也有地域性的。地域性研究以北方居多，包括新疆、内蒙古 、东北等地

区，南方较少，且相对集中于四川、重庆等地。在内容上，研究墓葬的最多，时段以汉至魏晋南北朝居多，唐宋较少，另有专

门研究明墓的。具体有小地域内的汉墓、唐墓综合研究，大地区内长时段的墓葬分区与分期研究，还有对墓葬结构、随葬品、

壁画、石刻等进行的专门研究；城市考古有某一时期全国范围或区域性城市考古的综合研究，也有就城址中某一类遗存作专门

研究的，还有以某一个城址作为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除都城和一般城址外，还见专门研究集镇和邮传遗址的论文；专门性的

研究有铁器、瓦当、漆器、俑、甲胄、石刻等，有长时段的，也有某一时期的；地域性研究中有几篇研究边远地区的论文，主

要集中于新疆和东北，内容涉及城址、墓葬以及某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等，有的与当时的少数民族有关。  

地域考古和专题考古方面的论文约53篇，其中不包括已归入上述按时段划分研究方向的部分论文。时间跨度较长的地域性

考古论文不多，主要涉及东北、新疆、西藏和三峡等地区，内容有综合性研究，也有某一方面的专门研究。宗教考古仍以佛教

考古为主，其中研究石窟造像的占多数，也有研究寺院布局性质、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的。有1篇道教考古论文，研究南方墓

葬中的道教遗物；美术考古多以墓葬、玉器、瓷器装饰、服饰以及建筑等某一类遗存为对象展开研究，其中尤以研究墓葬的居

多；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方面，论文选题均集中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多以某一地区或某一地点的考古研究为基点展开研究，如对

鲜卑、突厥汗国、碎叶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考古研究等，还有专门研究丝绸之路上胡商以及北方青铜器中欧亚

草原文化因素的论文；古代建筑研究除上述研究佛寺建筑的论文，还有对元明清华北和华中地方衙署的个案研究；古文字研究

以商周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为主，另见有关楚简和汉简的论文；古陶瓷研究方面，除上述专门研究瓷器装饰艺术的论文外，还有

专门探讨某一瓷窑（或瓷系）的，研究东南海洋性瓷业（外销瓷）的，以及专门研究早期白瓷的；农业考古有1篇关于汉代四

川农业的论文，还见有关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农业考古的研究。  



科技考古方面的论文约16篇。其中有关古代陶瓷、玉料、青铜矿料产地的研究不少，有宏观和理论的，也有就某一遗址或

某一地区做个案研究的。另外还有一些论文，涉及对古陶瓷的理化分析研究、古人类食性研究、古代人居环境研究、古遗址植

硅石分析、古代铸铜工艺、古代乐器研究等。与科技考古相关的还有以科技手段测年方面的研究，如以琉璃河西周墓葬为研究

对象的14C测年研究、早更新世牙珐琅电子自旋共振测年研究等。  

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6篇论文。有理论性较强的综合研究，如对工业遗产技术价值、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研

究，也有个案研究，如对某一类遗物如丝绸、木器的保护研究，或就某一遗址如秦始皇陵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研究，还有像土

遗址防风化加固保护材料这样的文物保护技术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博物馆学方面较为薄弱，仅见1篇有关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论文。  

二  

总体看，近10年考古文博专业博士论文选题有这样几个特点和趋势：  

第一，城址、墓葬、地域文化以及一些专门性研究仍是主要的选题内容，同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如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

这一时段中，研究文化演进、社会复杂化进程等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文明发展问题的选题不少。不同地域或中外文化的比较研

究也较受青睐。聚落研究、人口研究、人居环境研究、祭祀遗存的研究、道教遗物的研究等也都具有一定的新意。  

第二，在研究的地域上，全国性大范围的研究不多，以某一地区或某一遗址为对象进行研究的较多，总的还是以北方居

多，南方偏少。另外，除中原地区外，研究边远地区的论文渐多，主要涉及东北、新疆、北方草原以及西南等地区。  

第三，研究趋于细化，如研究彩陶、青铜器、玉器、瓷器上纹饰的不少，青铜器研究中有不少专门研究兵器的，城址研究

中有专门研究某一类遗存的，如礼制建筑、佛寺建筑乃至普通集镇。墓葬研究有不少是特选某一小地域内某一时代的墓葬进行

细化研究的，还有选择墓葬结构的局部或某一类随葬品做专门研究的。  

第四，研究的层次与水平上升。例如一些有关铁器、漆器的专题研究，已不再仅停留在器物材料的搜集与整理上，而是上

升到其生产与流通等产业考古研究的高度，甚至是社会历史的研究。  

第五，科技考古方面的论文以个案研究居多，着重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如某些器物原料的产地问题等。从选题可以看

出，各种新手段、新技术在科技考古中的应用逐渐增多，自然科技与考古学的结合愈加紧密。  

第六，随着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以及田野资料的增多，出现不少以第一手田野资料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  

三  

上述博士论文的选题除受到各院校学术传统和特点的影响外，与这期间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也密切相关。  

近10年中国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进一步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逐步展开，聚落考古以及史前社会组织结构和

社会形态的研究渐受重视。夏、商文化的探索和梳理进展较快，商周时期的考古研究取得不少突破。秦汉以后的考古新发现更

是数不胜数，材料日新月异，除城址、墓葬考古外，很多专题研究更加深入和细化。宗教考古、美术考古方兴未艾，出现不少

新的研究领域。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渐成热点。多学科结合尤其是自然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更

加广泛，科技考古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视，给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提出

了新的要求。所有这些，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及论文的选题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近10年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也有所发展，各种新的方法、理论、理念逐步被学界接受并加以实践。考古学学科的空间

布局也有变化和调整，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继续深化中原等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边远地区考古学的重要

性，并开始逐步向此倾斜。这些在有关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均可体现出来。  

近10年考古文博学界的一些重大研究课题和学术热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博士论文的选题。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学术课题，不仅带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也影响了很多博士论文的选题，如各地早期文明进程的考

古学研究、14C测年等科技考古方面的论文均与此有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客观上推动了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如三峡库区的考古工作，其规

模之大，史无前例。这期间获取的大批田野资料不仅需要整理和研究，而且也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创造了条件。近10年

不少博士论文都是是从这些新资料中产生的。  



上述考古文博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特点和趋势可能还将延续一段时间，有的或进一步加强，当然，随着学术的发展，

也会有一些调整。其中，在新资料不断增加、新方法新理论渐趋成熟的背景下，很多传统研究领域仍有新的突破点，论文选题

可在细化和深度上下功夫。此外，地域考古的空白点还有很多，尤其是边远地区，虽然这一点已被认识并得到重视，但相对北

方来说，华南和西南地区在此方面仍较薄弱，可开辟不少新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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