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世界考古学史发展的

陈淳

——《美洲考古学史》书评

美国考古学是独立于欧洲考古学发展起来
的，其早期发展并不入英国考古学家的法眼。比
如，柴尔德就对美国考古学缺乏兴趣，认为它古
怪而索然无味。格林·丹尼尔说，美国考古学几百
年来没有发生过引起世界史学者普遍感兴趣的
事件。美国学者对自己的考古证据感到沮丧，便
埋头于理论和方法。而“新的”美国方法和概念是
在最无收益的考古材料中发展起来的，在确立北
美较高文化和文明上并无建树。1975年丹尼尔在

《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所做的这个负面评价显
然将理论看作一种清谈，并将确立较高的文明看
作是考古学成果的体现。然而时过境迁，科林·伦
福儒和保罗·巴恩已在他们的《考古学：理论、方
法与实践》一书中宣称，考古学史首先是观念和
理论的发展史，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史，其三
才是考古发现的历史。张光直曾说，四五十年来，
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显然是在美国。考古学的
材料是物，如何从物去研究人的生活，这就需要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因此，引领和标志
这门学科发展和进步的是理论和阐释，而不是重
大的考古发现。

美国考古学的发展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
学术传统。首先，它研究的是印第安人的材料。美
国的早期考古研究带有殖民主义偏见，认为原住
民文化是落后和静止不变的，一直处于石器时
代。加上北美有地层堆积的遗址很少，在时间上
缺乏深度。因此在分析上重视地理分布，漠视地
层学和文化历时变迁的研究。其次，美国考古学
与人类学关系密切，因此在材料的解释上非常重
视民族志的类比。原住民文物被放在自然历史博
物馆里，考古专业也设在人类学系。其三，欧亚大
陆的考古学框架如三期论不适用于美洲，美洲没
有真正意义的旧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美国考古
学还发展出一套有别于欧洲的独特概念和术语，
新考古学发明的术语甚至一度令英国同行都感
到艰涩难懂。本书中许多概念和术语基本为中国
学者所不知，也没有含义相近的中文词汇可以对
译。因此，对本书翻译和阅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美洲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书中对美洲考古学做了定义，是指美洲史前
期或前哥伦布时期的考古学研究。由于没有其他
流派，所以考古学与史前学同义。但是在欧洲，考
古学与古典学和埃及学等流派共存，所以考古学
和史前学并不同义，后者更多是指用考古材料来
进行历史重建。

美国考古学的发展被分为四个阶段：1.推测
期。2.分类-描述期。3.分类-历史期，该期分两

段，分别关注年代学及背
景与功能。4. 现代期，强调
理论与阐释。虽然美国考
古学的发展路径和世界其
他地区相似，经历了采集
资料、分类描述到理论解
释这样一种过程，但是其
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思想的
发展还是非常独特的。

推测期 这一时期从
欧洲人发现美洲开始，是
考古学的酝酿阶段。它表
现为对美洲原住民来历的

推测，有三个特点：1.西班牙征服者对原住民文
化的记录。2.探险家和旅行家对中美和南美的探
险和记录。3.像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
等先驱，从田野发掘来检验土墩建造者之谜的推
测。这一时期不存在专业的考古学科，没有类型
学和田野发掘等方法。

分类-描述期 这一时期始于1840年，特点
是对考古材料的分类描述，当时的热点集中在北
美土墩建造者的问题上。受种族主义的影响，人
们不相信这些高大的土墩是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建造的，而是将其归于外来先进文化的携带者。
还有就是探讨美洲是否存在与欧洲旧石器时代
比肩的考古材料。该时期中美和南美的考古也在
欧美学者的努力下同步推进，由于那里存在玛雅
和印加文明，大量纪念性建筑和图像资料使得研
究方法更接近欧洲，而与美国本土不同。该时期
是考古学专业化发展的阶段，田野技术有了很大
的发展，材料的记录和分类开始系统化。受民族
志的影响以及缺少有地层的遗址，美洲考古学基
本上关注文化的地理分布，而非历时的发展。由
于许多原住民仍然生活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考
古材料可以从观察现生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行为
来进行比较和解释，这就是美国考古学特有的

“直接历史学法”。
分类-历史期（构建年代学） 这一时期始于

1914年，美国考古学开始构建考古学材料的年代
学框架。由于人类栖居历史很短，所以美洲大多
是堆积很薄的地表遗址。而土墩构造复杂，并不
是构建年代学的理想遗址。地层学研究最先从美
国西南部和中美洲开始，结合地层中出土陶片的
百分比来注意历时变化。借用有地层依据的陶片
序列确定那些地表遗址的年代。缺乏地层较厚的
多时期遗址，也促进陶器排列法（seriation）相对
断代的多样化和精细化。最初由英国埃及学家皮
特里在前王朝墓地中采用的这种方法，特别适用
于美洲大量地表遗址的相对断代。麦克恩的中西
部分类系统就是构建年代学的杰出努力。美国学
者没有采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术语，而是用“点”

（focus）和“面”（aspect）来罗列各种文化特征，并
用这两个术语对应部落群体。

分类-历史期（关注背景与功能） 这一时期
始于 1940 年，体现了对以前研究目的和方法的
不满和反思，是一个酝酿和转型期。其特点有三：
1.强调材料的背景和功能，要求透物见人。2.文
化生态学理论指导下的人地关系研究。3.许多学
者对考古学提出批评，对材料的分类描述和推测
性陈述表示不满。并集中反映在沃尔特·泰勒的
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里。一些知名学者如斯
波尔丁和福特有关类型学对研究文化变迁的功
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对考古
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连串事件，如戈登·威利对
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被认为是考古学文化
功能研究的战略性起点。威德拉·利比发明的放
射性碳断代，对年代学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
响。罗伯特·布雷德伍德和理查德·麦克尼什分别
对西亚新月沃地和中美洲农业起源进行了多学
科研究，乃科技考古之开山。这些努力和成果共
同为新考古学的变革铺平了道路。

现代期（阐释与理解） 这一时期始于 1960
年，以新考古学的兴起为标志。新考古学又称过
程考古学，它信奉新进化论、系统论、强调统计学
与科学方法、要求对文化变迁的规律做出阐释。
新考古学特别重视材料的解释，认为过去考古学
主要依赖直觉、类比和推测，过于浅薄而不够严
谨，要求所有解释都必须接受实证的检验。路易
斯·宾福德倡导“中程理论”作为连接低层次材料
整理与高层次规律性阐释之间的桥梁。系统论则
将社会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作为子系统来分析，
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并以积极和消极反馈
左右着社会文化的运转。把考古材料放入不同的
子系统进行时空分析，可以将静态的器物组合变
成动态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考古学在 1970 年
代成为主流后，马上就受到了来自英国后过程考
古学的挑战。这些学者对过程考古学注重生态
学、进化论和唯物论立场感到不满，认为人的思
想也是社会变迁的重大力量。他们要求提炼考古
材料中有关认知、宗教信仰、价值观、象征、结构、
个人、性别和能动性等方面的信息。他们还认为
并不存在完全科学和客观的解释，要求学者对自
己的偏见和能力有自知之明，并提倡多声道的不
同解释。

概念、理解与启示

柯林伍德曾经说过，人们的感知来自既有和
习得的概念，如果没有这种概念，人们就无法了
解历史。美国科学哲学家胡佛和多诺万指出，语
言出于约定，用精确的名称称呼事物是理解的开
始，因此概念、变量和理论等是科学研究的基本

要素。
虽然我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一门学科，但

是学科的本土化和历史学定位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一套概念和术语。这套术语体系与欧美存
在很大差异，再加上语言的隔阂，给阅读、理解和
翻译这类著作造成了不小的困难。《美洲考古学
史》的中译还算晓畅，但还是有一些词不达意的
地方。其实，许多美国教科书后面都有专业术语
的定义。附上这类术语的原文定义，吃透作者的
本意，对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十分必要。

在此对书中频繁出现、彼此关联的术语加以
说明，一个是 horizon，本书译为“基准”是不对
的。文中有克罗伯的一个定义：区域里广布的一
批文化特征或器物组合，根据这些特征和器物的
早晚、共生或承袭关系可以帮助了解遗址之间的
相对年代。因此，此术语译成“水平序列”比较恰
当。与其密切相关的就是类型学的排列法，其定
义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人工制品，将式样或风
格相似的人工制品放在相邻的位置”。我国的类
型学比较接近分类（classification），而不是像排列
法那样，根据“相似即相近”的原理用器物特征建
立相对年代序列。由于没有这种习得的概念，所
以我们很难读懂这本书中讨论的“出现”（有无）、

“频率”（百分比）、“相似”和“进化”等各种排列方
法。换言之，这是美国考古学面对大量浅地表遗
址，采用各种陶片的共生关系来从地理学构建相
对年代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指跨地域
的时段，如华北地区空间呈连续分布的仰韶期或
龙山期。

考古学在西欧诞生后扩散到世界各国，受当
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性传统，比
如圣经考古学、民族主义考古学、帝国主义考古
学、殖民主义考古学和种族主义考古学等。美国
考古学史的早期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或种族
主义考古学的印记。当下欧美考古学正在概念和
术语上发动去殖民化的努力，避免采用诸如“新
大陆”“近东”和“文明”等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
术语。而中国考古学则正在努力摆脱民族考古学
的窠臼，积极参与国际性的考古活动。在这个趋
势下，了解世界考古、消除概念和话语的隔阂是
我们摆脱地区局限和固步自封的必由之路。而

《美洲考古学史》的出版为我们了解世界考古学
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见贤思齐的学习窗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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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岚教授翻译的《美洲考古

学史》（第三版）中译本由文物出版

社出版，虽然此书的内容涉及美洲

其他地区，但是主要介绍美国考古

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因此是了解美国考古学发展史的

不二选择。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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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
考古学的视角》序言所示，基因
这个提法似乎有些“危险”，因为
某种程度上很容易与种族主义
联系在一起。基因一词源自自然
科学，生物学中使用这个词来研
究各个生命体遗传特征的复杂
化合结构，在文化上谈基因却不
多见。然而，文化上有基因吗？中
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陈
胜前先生这本书正是在尝试回
答这个问题。陈胜前认为这个基
因的提法和那个“危险”的基因
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文化上的
基因人类后天可以习得，而不像
生物学基因那样不可改变。

书中分为前编和上、中、下三编。前编为方便
读者展开阅读，首先阐释了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逻
辑与特点，也就是长时间段的考察与考古推理，
这对于理解后面的论述做了很好地铺垫。接下
来的上中下三大部分分别贯穿了考古学研究的
三大问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起源。也
许因目前考古学在公众知识生产上的宣传，读
者对人类起源和国家起源更为熟知，而农业起
源一般较少提及。其中的《中国史前农业的扩
散、交流与竞争》有提纲挈领之意，《文化-生态
交错带：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重要一环》则是突
出我国生态交错地带为我国农牧业、北方游牧
与中原农耕、历史时期文化交流与融合等问题
找到了史前的依据。总括而言，这本书的独到之
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考古学的超长程视角（参见《前编》）。
以中国为例，我们有200万年的人类起源与演化
史，1万年以来的农业起源与发展史，6000 年以
来的早期国家文明史，在考古学层面我们可以更
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陈胜前认为，我
们经过百万年级的长期演化过程，它塑造了我们
中国人以及中华文明，这个过程可以很好地解释
我们现在认为的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如勤劳、
包容、雅致等。

第二，考古学的物质化研究特点。我们对文
献中记载的中国历史比较熟悉，而考古学以客观
物质为研究对象构建古史却让人耳目一新，考古
学的目的是为了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墓葬
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一个特点是，
考古材料特别真实也更接地气，它是直观的物质
化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会如实呈现。不过难
点在于如何就物质进行解读，通过阅读无字的物
质遗存，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物质参与无不透露
着中国文化的基因（参见《下编》）。中国人在农业

文明的影响下喜欢背靠山、前有
水，小桥流水、孤江泛舟的景观；
在居住址上我们更偏爱木构建
筑，除了有观点认为我们缺少
西方的巨大石料之外，一个更
为深层次的原因似乎在于我们
更在意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梁
思成先生将其称为“不求原物
长存的观念”。同时相较于西方
以石料为主要构材的建筑，木
结构建筑较难很好地向上发
展，因此我们发展出平行空间，
向四周延伸，这反过来也深刻
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组织与社会
关系。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参

与，有形和无形间在塑造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古老人民与其文明。

第三，考古学的全球属性。不仅是中国文化
本身孕育了璀璨的文明，一直以来，我们还与世
界文明进行着物种和文明要素的交换。物质方
面我们熟悉的是历史时期的四大发明，而从史
前考古学的角度来说，突出的就是农业文明。我
们贡献了粟作和稻作，粟作向西，稻作向南。北
方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存在交流并打通了欧亚大
陆。通过欧亚草原输入了中西亚地区的冶铁技
术、牛羊等家畜养殖、小麦等作物，而我们则向
西把粟作经新疆输出至中亚地区。这条史前长
廊后来发展为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一次又一
次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与融合的舞
台。而由稻作演化出的一系列农业“软件包”伴
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南岛语族群体拓展到了台湾
岛以及东南亚再到广大南太平洋地区。从中国
看世界，要从史前看起。

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科技
和文化都在世界前列。不论是本国人民还是世界
范围内的广大民众，都需要再次汲取中华文明的
智慧。而考古学理所应当参与到当代中国文化建
设上来，通过考古学发掘出的伟大物质文明，为
我们认识那些并未记载的璀璨历史提供不可取
代的信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离不开
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本书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
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表达，弘扬中华文化，阐
释出中国文明之独特性。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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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定价：78元

“京电号”小火轮是渡江胜利纪念馆馆藏
一级文物，是一艘钢制蒸汽动力船。在渡江战
役中，它冒着枪林弹雨，多次往返长江两岸，先
后运送了 1400 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过江，为解
放南京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因此享有“渡江第
一船”的美誉，是渡江战役、解放南京的珍贵历
史见证，更是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载体。

遗憾的是，“京电号”小火轮在服役的 50
多年间辗转各地，命途多舛，为适应当时的生
产运输需求，经过几次重大的调整改装。直至
2009年被渡江胜利纪念馆收藏，“京电号”小火
轮终于重返南京，作为渡江胜利暨南京解放的
重要见证物永久陈列在渡江胜利纪念馆的广
场上。“京电号”小火轮“年事已高”，部分零构
件已腐朽，加之长期处于露天环境，经受高温
暴晒和雨水侵蚀，船体表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腐蚀现象，劣化形势严峻。为更好地保护文物
本体，改善保存与展示环境，充分发挥其爱国
主义教育功能，渡江胜利纪念馆历时一年，完
成了“京电号”小火轮修复工程，并出版《守护
渡江胜利的记忆：“京电号”小火轮修复保护工
程实录》（以下简称《工程实录》）一书，该书以
修复报告为蓝本记录了“京电号”小火轮的保
护修复工作。这部书旨在通过完整再现“京电
号”小火轮保护修复的过程，充分体现修复工
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专业性，充实“京电号”小
火轮的基础信息，为保护、研究和利用文物提
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我国船舶文物本体修复保
护和展示起到了示范作用。

修复历史记录

1997 年，“京电号”小火轮结束了 50 多年
的生产运输任务，正式退役。第二年，被列为连
云港国防教育基地，供观众参观。2003年，灌南
县将“京电号”作为流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并于年底，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船体、甲
板、船舷、天棚等多处进行更换和整修，让“京
电号”小火轮重现昔日风采。

在展陈期间“京电号”小火轮的部分结构
由于年久腐烂或使用需求改变陆陆续续经历
了小规模的更新和改造，具体为：船头增设竖
桩、天棚改小、仿制烟囱、更换钢制螺旋桨、仿
制救生圈等。但是“京电号”小火轮历史久远，
积重难返，小范围的文物修补已经不能彻底根
除文物本体已有病害。2009年，渡江胜利纪念
馆经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批准启动了

“京电号”小火轮修复保护工程，并于一年后成
功完成修复项目，让“京电号”小火轮以一个健
康的历史见证者形象重现于世人面前。

该书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具体介绍了
“京电号”小火轮基本信息与价值。第二到第四
章按照修复工程开展顺序，从“京电号”小火轮

病害类型检测到去除病害
科学分析，从修复方案的探
索到详尽还原整个修复工
作的实际开展情况。通过
100余张文物本体病害图的
展示，直观地向读者介绍

“京电号”小火轮劣化形势
严峻，病害情况复杂；通过
十余张不同类型病害采样
分析及实验结果图表，科学
分析病害成因，探索有效治
理方法；公布了近 400 张

“京电号”小火轮修复现场
照片，每张照片均标出修复
病害类型、修复部位、施工
类型等信息，全面地记录“京电号”小火轮的修
复过程。第五章对“京电号”小火轮修复保护工
程项目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此次修复过程中，
无论是监测手段、检测技术，还是设计思路、施
工工艺，都具有行业的前瞻性；强调了前期病
害检测和局部修复实验的重要性，每一次保护
修复技术路线的变化都来自修复过程中对文
物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合理谨慎使用化学试
剂奠定了“京电号”小火轮病害治理的基础，在
对比了有机、无机等多种材料后，选用了当前
领域应用较为成熟、经济、环保，且对文物和修
复人员危害最小的材料。第六章介绍了“京电
号”小火轮保护修复工程理论依据，收录了历
任学者对项目研究性的论著，为“京电号”小火
轮的修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技术参考。

学术意义

关于“京电号”小火轮保护修复项目以及
《工程实录》的学术意义，笔者从三个方面略加
阐发。

其一，为“京电号”小火轮的保护提供数
据支撑。此次修复过程中对“京
电号”小火轮进行的科学调研和
数据统计，充实了文物的基础信
息，为保护、利用和研究“京电
号”小火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该书在各个章节中尽可能全面
地收集了项目的相关资料，内容
包括项目背景、材料比对、病害
调查、设计、施工、项目管理等
方面。从内容把握上，尽量做到
详细、客观、全面，是“京电号”
小火轮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的真
实档案，也为二十世纪中国造船
及航运事业提供了珍贵的数据
与资料。

其二，为我国船舶类文物保

护提供科学依据和示范案例。
“京电号”小火轮修复保护是一
个极富挑战性和创新性的文物
修复项目。项目文物本体结构材
料复杂，体量庞大，多种病害共
存，影响因素极其复杂，在此背
景下，项目团队展开多学科合
作，科学研究与跟踪评估贯穿始
终，在保护材料和工艺流程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形成了可
供行业借鉴的研究成果和成功
经验。

其三，探索了一种我国华东
潮湿地区船舶类文物露天展示
与保护的模式。对“京电号”小火

轮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系统性、科学性、专业性
极强的工作，修复保护项目之所以能够顺利开
展，得益于渡江胜利纪念馆、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组成的项目团队的有效合作和不
懈努力，摸索了一种以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为
主导，四家单位协同一致的科研合作模式。在
探索性的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持以研
究带动施工方案的调整，以规范管理和尽可能
多地保留施工材料带动科研成果的出版，始终
保持谦卑、谨慎的学习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力争在现有条件下做到最好，不留遗憾。
这些宝贵的经验和实践结果，提高了船舶类文
物保护的技术水平，推动了船舶类文物保护工
作向新的高度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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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
讲述中华文明

——《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读后
李彬森

修复渡江胜利的“见证”
——《守护渡江胜利的记忆：“京电号”小火轮修复保护工程实录》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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