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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文彬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
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物鉴玩观赏
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
界的大事。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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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
文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
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贵的精
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
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发其端，
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
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
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
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此后，山河间的
访古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
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不少学者热衷于青铜
铭文、碑刻、陶文、印章等古文字的考释，进而有了对
器物的辨伪鉴定、时代判断、分类命名等，逐渐兴起了
一门新的学问— —金石学，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古器物鉴
赏家和收藏家。只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金石学家们
无法了解所见文物的出土地点和情况，也难以涉及史前
时代漫长的演进历程，因而长期以来始终脱离不了考证
文字和证经补史的窠臼。即使如此，他们的艰辛努力和
取得的成绩，还是为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并且在事实上也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文物学的
起步铺设了最早的一段道路。 

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学者继承
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学习并运用西方考古学方法，开始
从事田野考古，通过历史物质文化遗存，探寻和认识古
代社会，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早在1926年，中国学
者就自行主持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调查和夏县西阴村史
前遗址的发掘。随后，我国学者同美国研究机构合作，
有计划地发掘周口店遗址，发现了北京猿人。从1928年
起至1937年，连续十五次发掘安阳殷墟遗址，取得了较
大收获，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自20世纪50年代
以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田野考古勘
探、调查和科学发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蓬勃有序地开
展，许多重要的典型遗址和墓地被揭露出来，重大发现
举世瞩目。它们脉络清晰，层位分明，文化相连，不仅
弥补了某些地域上的空白，而且衔接了年代上的缺环，
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文化史、科学史以及其他学科领
域，提供了珍贵、丰富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影响着人文
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专业的研究与发展。这段时间被学术
界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
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逐渐形
成。有关研究成果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丰富了人们对中国
文明起源、中国古史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扩
展了中国文物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可以说，考古学
的发展与进步，直接影响到文物学的形成与发展，而且
影响到全社会对文化遗产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世界学术
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新认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物界就中国文物学的创
立，逐渐取得共识，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
学科体系。不少学者发表了有关论文，出版了专著，就
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在社会主义
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对文物进行有效保
护、合理利用发表意见。这些研究成果已获得学术界的
赞同。 

在这世纪之交和千年更替之际，对中国考古学和中
国文物事业作一次世纪性的回顾和反思，给予科学的总
结，是许多学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如果能通过梳
理20世纪以来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透视学科自身成长

 



的历程，从而展望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激励后来者继续
攀登科学高峰，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此，经过
酝酿、商讨和广泛征求意见，我们约请一批学者(其中有
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就自己的专长选择一个专题，独立
成篇，由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文物考
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并以此作为向新世纪的献礼。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
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其内容
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
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
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
研究的个例纪实。 
    此套丛书的内容面广，而且彼此关联。考虑到各选
题在某些内容上难免会有重叠或复述，因此在编撰之
初，我们要求各选题之问互有侧重，彼此补充，以期为
读者了解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
视角。 
    我国的文物与考古工作，虽在20世纪得到了迅速发
展，但仍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主
持编辑这套丛书，除了强调材料真实，考释有据，写作
态度严谨求实外，也不回避以往在工作或研究上曾经产
生的纰漏差错和不足之处，以便为今后的工作和研究提
供借鉴。虽然我们尽了很大努力，但限于水平，各篇仍
很难整齐划一。由于组稿和作者方面的困难和变化，一
些计划之中的题目也未能成书。这些不周之处，敬请专
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丛书编印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文物、考古界的广
泛支持。何东先生在出版经费上给予了热情帮助。在
此，一并深表感谢。 

 
    2000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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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历史非常悠久，遗留在地
下的有关文物也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事业
得到蓬勃发展，出土了许多古代农业文物，对中国农业
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这些文物比
较分散，而且与精美的青铜器、彩陶、瓷器和玉器等相
比，也缺少“艺术性”和观赏价值，故未能引起人们的注
意。虽有学者撰写过一些文章，却并未形成专门的学
科。直到70年代以后，河姆渡、磁山和裴李岗等重要的
农耕遗址相继被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农作物遗存和农
具，才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
文章，至80年代就逐渐形成了相关的学科— —农业考古
学。 
    农业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是通过对考古
发掘的遗址、遗迹及其生态环境和出土的有关农业实物



资料(如农作物遗存、家畜家禽遗骸、农业工具、农耕图
像和模型等等)的研究，来探讨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并着
重从生产力的角度研究农业历史，探索其发展规律，总
结经验教训，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它的兴
起，是考古学实行专业化分工的必然产物，也是新中国
考古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农业考古是专业性考古，着重于搜集和研究有关农
业的直接证据，特别是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动物遗骸、
农业工具以及遗址地层中的花粉和植物蛋白石(植硅石)
等。而陶器的制作和型式、墓葬的结构和葬式、房屋的
结构和布局等等，则是相对处于第二位的研究对象。 
    农业考古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早在1866年，在瑞
士湖上居住遗址发现粟等农作物遗存之后，西方的学者
就开始注意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20世纪(特别是40
年代)以来，西方的农业考古日益活跃，尤其是对西亚和
美洲中部原始农耕遗址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和研究，取得
很大成绩，使得人们对过去的一些看法不得不重新认
识。如过去一向把陶器和磨制石器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
的标志。由于农业考古研究的进展，对原始经济形态有
了更全面的认识，从而提出农业经济才是划分新石器时
代和旧石器时代的标准。因为农业的产生标志着人类从
单纯依赖自然变为开发和改造自然，这是继用火之后的
又一重大进步。1952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正式提出
“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就是将农业的诞生作为这一
革命的标志。东方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
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考古事业也有明显的进步，他们
在稻作遗存和水田遗址方面的发现和研究取得了引人注
目的丰硕成果。 
    中国的农业考古虽然起步较晚，但在20世纪后半叶
进展迅速，不仅在史前农耕遗存的发现和研究上有突破
性成就，将稻作农业的历史推进到1万年以前，就是对进
入历史时期以后的农耕文明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尤其可喜的是，广大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作中，日益重
视对农业遗存、遗迹的探寻和保护，甚至自觉地将其作
为主要考古对象，细心发掘、细致收集有关农业迹象的
一切信息，既将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
段，也填补了中国农业历史的某些空白，使得一部悠久
的中国农业史更加充实和丰满。 
 
 

后  记 
 

    与新中国兴旺发达的考古学各个分支学科一样，农
业考古近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许多同志和我
本人都想对它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无奈忙于杂
务，总是抽不出时问。同时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学科来
说，因其形成的时间较短，理论基础准备不足，一些基
本研究方法还有待探讨，故迟迟未能动笔。感谢本丛书
编辑办公室的盛情邀请，促使我下决心编撰本书。 
    由于本丛书的体例不属于学术研究论著，故只能粗
略地概述20世纪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也简要地介
绍一些专家对农业考古研究方法的意见，以便于大家在
田野考古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参考。因篇幅限制，未能附
上更多的图片，这是一个缺陷。前几年我曾出版过一本
《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收录1994年以前的文物照片170
0多幅，有兴趣者可以参阅。 
    希望能借此书出版之机，吸引更多的同志重视农业
考古，特别是就中国农业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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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更深入系统的探讨，以期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学科体
系，共同为农业考古的学科建设作出贡献。也许不久的
将来，能诞生一部较有深度的《中国农业考古学概论》
之类的理论著作，那我编写这本小书的愿望就实现了。 

相信在新世纪里，一定会有新的成就、新的局面、
新的理论和新的著作出现于世界学术之林。 

 
    作  者 

    2000年1月于南昌青山湖畔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
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其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
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
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
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  本
书全面综述了20世纪中国农业考古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
果，探讨了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全书l5万字，配有
彩图4面、插图65幅，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
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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