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考古——中国考古学（上）

此书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中国考古学通论”讲义的先
秦部分，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李水
城。全书25万字，约120幅插图，分为五章，包括绪论、旧石器
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考古、西周与东周。该书经过多次修
订，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应“中国考古学通论”课程而生，遵
循并延续了北大考古系多年来形成的学术传统和研究体系，
是北大考古系的集体教学研究成果，是学习和研究中国考古
学的基础书籍。

严文明 李水城 编著
文物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商代考古与甲骨学

此书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上编包括商代考古的论文
14篇，既从宏观上总结数十年来殷墟地区商代考古发掘的收
获，也从微观上对殷墟发掘中发现的一些遗迹（如基址、墓
葬、车马坑等）及遗物（如青铜礼器、兵器、刀等）进行具体的
研究。下编包括甲骨学与文字学的论文26篇，内容涉及甲骨
的整治与占卜；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殷墟新出土的甲骨文的
考释、研究；论述甲骨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并将二者结合来研
究甲骨文的字义及卜辞中的相关内容，进而探讨商代社会生
活中的问题；对殷墟出土的陶文进行整理与研究；对中国文
字起源问题进行探索。书中运用甲骨文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
法来研究商代考古与甲骨学中的问题，研究方法较科学，观
点新颖，见解独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刘一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新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

此书为博物馆学者潘守永对当代中国博物馆，尤其是生
态博物馆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总结，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
面讲好中国的博物馆故事，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博物
馆。潘守永在博物馆学领域深耕30年，曾参与长江三峡民族
民俗文物保护规划和广西、贵州等地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对
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观众研究、生态博物馆发展等领域都
有独到的见解。书中将文献梳理、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多种
学术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辅以作者自身学术生涯中的趣闻轶
事，研究结论亦发人深思，带给读者不同于以往学术专著的
阅读体验。

潘守永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5 月 24 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主办、人文考古书店协办的 2023
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终评会在京召开。根据

《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章程》，来自考古、博物馆、文
化遗产等领域的 15 位专家评委，经过审阅图书、综合评议和投
票推荐，从入围终评的50种图书中遴选出2023年度全国文化遗
产十佳图书 10 种、优秀图书 20 种。推介活动优中选优，遴选出
的图书从研究成果层面反映了考古、博物馆、文化遗产等行业
的繁荣发展。翻开书卷，可一览 2023 年度学者们呈现给我们的
古今风华。

热情参与 30多家出版社800多部图书参评

今年年初，2023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开启，活
动通知发出后，出版行业反响热烈、积极参与。文物出版社、科学出
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书画出版社、四
川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
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三晋出版社等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30
多家出版社的800多部图书参评。这些图书包含文物、考古、博物
馆以及文化遗产领域的专著、文集、研究报告、图录、译著和普及读
物等，种类丰富、题材多样。

优中选优 专家精心斟酌推介

3月至4月，活动办公室将书目清单发给评审专家，请他们从
考古、博物馆、文物文献、工程与技术4类800多部图书中推荐图
书入围终评。专家们严谨细致、认真负责，多次询问、与工作人员
沟通遴选细节，以求真正遴选出精品中的精品。根据专家们的投
票结果统计，50部图书入围终评。按照惯例，在4月23日“世界读
书日”这一天，推介活动初评结果发布，结果一经发布，得到多家
媒体转发。

5月24日下午，推介活动终评会在人文考古书店举办，15位专
家评委共聚一堂，对入围终评的图书进行翻阅审读，对图书内容、
意义、编写过程、社会反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最后投票推荐十
佳图书10种、优秀图书20种。当天，终评结果在“文博中国”微信公
号发布，商务印书馆、国际博物馆杂志、甘肃省文物局微信公众号、
文化艺术报社等多家媒体关注转载。

高度评价 十佳、优秀图书各具特色

考古类图书占比大，展现考古学科研究成果之丰硕。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表示，考古类优秀图书很多，
让人难以取舍。第一类是考古报告，最具突破性的是《三门峡虢
国墓（第二卷）》；《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 年田野发掘报
告》也十分重要，悬泉置遗址成果是秦汉遗址里成果较为明晰
的，且出土大量简牍；《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从过去
关注的石窟寺转向了石窟寺窟前建筑。第二类是论文，《区域文
明与沟通的意义：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建构》一书，是成
都平原青铜时代的系统性考古学研究，是理论思考和实际研究
的结合；《求真抑或建构——走出实证主义历史学与考古学》一
书，徐良高先生写了二十年，属于考古学史学理论性探索，包含
大量田野考古实践个案研究；《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全面
系统梳理知识，是迄今为止该阶段的最综合的研究。第三类是考
古大家写的“小书”。《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是袁靖老师
三十年学术研究基础上总结的动物考古成果；《从考古看中国》
是主题出版物，带有大众读物性质；《先秦考古——中国考古学
（上）》一书，是严文明先生和李水城先生在宿白先生主持下的一
本讲义，搭建了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考古大框架，前几章具有
考古学概论性质。第四类是文集类，《孙机文集》和《樊锦诗文集》
都体现了考古工作成果。另外，《水下考古学概论》是中国第一本
水下考古的总结性书籍，包含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理论、方法、
文物保护方面的内容。

此次推介的考古类图书中，涌现出更多的大众化读物。北京
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提到，《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从考古看
中国》等书，体现考古更加公众化，许多“考古大腕”愿意为公众
写考古。

博物馆类图书质量优，且有广泛的读者群体。国际博物馆协会
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安来顺提到，《全球最佳遗产利
用案例集》一书记录从2002年到2022年世界各地564个利用文化
遗产的案例，此次出版的第一本收集了52个案例，具有很强的资
料性；潘守永老师的《新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以跨学科的视角，
从民族学角度观察博物馆学。故宫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宋小军提到，
南京博物院编著的《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版式设
计耳目一新，销售量大，有很好的社会影响力。雷兴山提到，《博物
馆是什么》一书，是作者50年博物馆工作的总结和思考，颇具借鉴
意义。

文物文献类图书种类多，内涵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胜前认
为，国家文物局编著的《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研究》很有意义，
是实践的成果。《北京大学藏秦简牍》《陕西碑刻文献集成》等多卷
本、大部头的图书，具有极强的资料性。

工程与技术类图书数量虽少，但多为精品，借鉴性强。白云翔
提到，《河北省赵县安济桥修缮工程（1952-1958年）》对后人很有
借鉴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潘路认为，安济桥一书总结得
很好，资料梳理细致，对年轻一代文保工作者具有参考价值。

一年一度的书林盛会圆满落幕，2023年度文化遗产图书硕果
累累，这些对文化遗产事业、对文化遗产图书出版有重要贡献的，
有重要思想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或在思想界、学术界及社会
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图书再一次得到了文博行业、出版行业的广泛
关注。明年，我们相约再次漫步文化遗产书林，共赏好书，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传承中华文明。

畅游书海
其乐无穷

——文化遗产图书追溯古今风华
本报记者 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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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

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
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均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
现。本书从动物考古学家的视角，分析各大遗址出土的动物
骨骼以及各种反映动物形象的青铜器、陶器、画像砖石、绘
画，再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还原生肖动物的起源、驯化，以
及它们在华夏民族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详细讲述了华夏
民族与动物自新石器时代起，同行至今发生的种种趣事。

袁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红色文物中的长征

全书精选长征不同阶段数十件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以
历史叙事结合文物阐释的方式，以时间为线索，以文物为载
体，讲述文物背后的动人故事，还原文物的历史环境和背景，
通过一件件“活起来”的红色文物，以点带面，串联起惊天动
地的长征壮丽史诗。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通过查阅大量资料，
梳理出参与长征各个部队的行军路线和重大节点，包括中央
红军正式长征前北上的红七军团和西征的红六军团及留在
根据地打游击的部队，并配以相应文物。本书见物、见人、见
事、见史，内容真实饱满，图文生动，是一部有温度、可触摸、
可收藏的长征读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著
江琳 王海蛟 王希 撰
广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此书包含20多种不同类型的文献，内容涉及古代政治、
地理、社会经济、数学、历法、医学、文学、民间信仰等诸多领
域，其中《公子从军》《教女》《制衣》《禹九策》《酒令》等大量内
容前所未见，另外一些如日书、算书、《从政之经》等，则可补
充深化对同类题材出土文献的认识。每篇出土文献包括原大
简图版、放大红外简图版、简牍情况一览表等，并附上每卷竹
简复原图，从微观到宏观全面展示竹简的原貌。除图版之外，
还有该篇文献的说明、释文注释、相关文献对照表、相关研究
论文等，为读者提供扎实可靠的研究基础，力图推动秦代历
史、古代思想史、自然科学史、医药史、历史文献学、文字学、
简牍书籍制度等研究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该
项目开创了简牍整理修复的实验室考古发掘工作模式，对竹
简的室内发掘、保护，在方法、技术、理念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清理简报也收入书中。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建筑考古学

本书具有创学科的重要意义，是一部关于“建筑考古学”之
学科系统的研究专著，是建筑考古领域和建筑史学专业领域
的基础理论著作。此书重点阐述了“建筑考古学”田野工作的
特殊性和“建筑考古学”室内工作的方法，特别是复原研究工
作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并结合建筑考古实际工作中的典型案
例，讲解如何正确运用这些认识论与方法论，才能对古聚落遗
址、古城遗址、古建筑遗址等已经湮灭毁坏的遗迹现象进行科
学准确的破解和合理的复原研究，从而为中国建筑史尤其是
早期（缺乏实物资料）阶段的建筑史学研究提供可信的证据。

杨鸿勋 著
科学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中国环境考古

此书收集了夏正楷先生关于环境考古的研究成果 17
篇，从理论与方法、区域环境考古、遗址环境考古、事件环境
考古四个方面展开，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均一一囊括。作者
从理论知识着手，回到具体的考古遗址上，找寻环境因素的
影响，从环境角度探讨古代人地关系。通过阅读本书，可以看
到在历史长河中，环境因素在人类生存、生活、经济和社会发
展等方面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夏正楷 著
巴蜀书社2023年6月出版

从考古看中国

此书是一部全面总结百年考古成就、展示中华文明辉煌
的普及性读物。全书分多元一体篇和史料传承篇两部分。由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邀请众多考古专家、学者联手
打造，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三星堆、金沙、良渚古城、
海昏侯墓等考古热点以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清华简、睡虎
地汉简、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的内容和价值，全面反映了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成
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编
中华书局2023年6月出版

博物馆是什么

一座博物馆是怎样诞生的？此书以对谈形式，全景式呈现湖
南省博物馆近10年设计、建设过程。陈建明、矶崎新、胡倩、杨
晓、黄建成等行业领军人物，从博物馆学、建筑设计、空间展陈
设计等专业角度出发，讲述由一个概念到一座场馆的落成，如
何做到从一粒沙开始，到建筑、园林、展陈，甚至文创的一体化
设计。此书通过剖析湘博设计建造过程，为专业人士提供生动
样本与可操作方案；同时通过国际竞标、辛追夫人的安置、建
筑师的奇特遭遇、T形帛画的展现、常设展的紧张筹备等一个
个鲜活的故事，带领读者了解神秘有趣的博物馆幕后工作。

陈建明 张小溪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全球最佳遗产利用案例集（一）

此书汇集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ICOM-
IMREC）与欧洲遗产协会（EHA）遴选出的 52 项 2020 年至
2021年最佳遗产利用案例及数字利用案例，分别来自故宫博
物院、日本昭和日常博物馆、美国城市档案馆、匈牙利国家博
物馆、芬兰萨塔昆塔博物馆、奥地利维也纳世界博物馆、土耳
其奥顿帕扎里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机构，展示了全球文化遗产
保护和利用的实践成果，旨在推动博物馆合理和可持续利用
文化遗产。本书隶属21世纪国际博物馆学基础书系丛书，为
系列案例集的第一本。

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ICOM-IMREC）欧
洲遗产协会（EHA）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

此书参照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体例，收录陕西历史博物
馆现藏全部何家村窖藏文物 959 件，按照遗物材质分类编
排，全面系统介绍，也尽可能多地提供了器物的局部和细节，
填补了何家村遗宝长期以来没有发掘报告的空白，对理解、
探讨、阐发器物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有很大帮助，具有重
要而独特的学术价值。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

古代犍陀罗的考古遗址主要分布在今天兴都库什
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南端，具体包括巴基斯坦北部白沙
瓦河谷到印度河东岸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河谷东部一
带。这里是丝绸之路连接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枢纽，地中
海文明、伊朗文明、中亚草原文明和印度文明的交汇之
地，多元文化在此激烈碰撞后锻造出丰富多彩的文明。
来自古希腊的神话/神话学、美学和哲学、来自西亚的
琐罗亚斯德教、弥赛亚信仰以及来自南亚的印度教、佛
教在此传播，相互影响，奠定了此地成为世界宗教中心
之一的地位，也使犍陀罗地区成为重要的佛教艺术中
心，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传播与艺术的影响至为深远。
2023年3月至6月故宫博物院与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
文化署考古与博物馆局共同举办了“譬若香山：犍陀罗
艺术展”，共有来自巴基斯坦7家博物馆的173件文物
与故宫博物院的30件（套）文物同场展出。此书就是该
展览的精彩呈现。

故宫博物院 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署考古与
博物馆局 编

故宫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

“君子比德于玉”，玉器自古以来备受中国人喜爱，
以其温润与坚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物质载体，
涵养中华文明血脉，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此书以40余万字、1200
余张配图之规模，吸收邓淑苹、邓聪、徐琳、扬之水等学
者在古玉器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时间为线索书写
中国玉器万年史诗。内容依托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考
古出土及传世玉器重品，在带领读者认识玉器形制、质
地、工艺的同时，细致生动讲述玉文化发展史，从玉文
化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一路奋进的历程。

南京博物院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

中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策展笔记
（第一辑）

《中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策展笔记（第一辑）》从全国
博物馆具有较大影响力与鲜明特色的展览中精选13个优质
展览，涉及考古、历史、文化、革命纪念、艺术等不同类型，旨
在提炼、整理展览的创新思路、实践经验与示范意义，提高我
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整体水平，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策展笔记”的撰稿集合了我国文博业界、学
界的重要力量，每册图书内容分为“引言”“导览”“策展”“观
展”“结语”五个部分，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写作，聚焦
策展的“行动内容”，构建策展人与读者对话的情境。该书不
仅是了解我国不同类型博物馆优秀陈列展览的资料工具书、
提供策展人专业指导与参考的实践参考书，还是可供普通大
众深入观察博物馆幕后工作、领略博物馆展陈之美的观展指
南书。

中国博物馆协会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

文物保护技术：理论、教学与实践

本书从理论与教学、方法与实践两个维度，讨论了可移
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以及非水分散体材料的研究及
应用。包含建议完善文物技术保护法律体系、考古发掘中的
现场保护、考古遗址的展示保护、土遗址防风化保护概况、我
国遗址博物馆建设的历史回顾、考古遗址的技术保护与环境
保护、文物保护用有机高分子材料及要求等内容。

周双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

敦煌悬泉置遗址：
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

此书是两汉丝绸之路（甘肃河西段）敦煌郡效谷县悬泉
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内容包括遗址发掘
和各种器物的出土情况。悬泉置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对坞
院四周坞墙、东北和西南角楼、坞院内建筑、坞院东门外建
筑、坞院外南侧马厩建筑、坞院外西部灰区堆积等遗址遗迹
的发掘。出土器物以大量简牍文书为主。通过上述工作，首次
揭示出汉代邮驿传舍建筑的布局、结构，并获取了有关邮驿
制度的大量文献资料，对研究汉代考古和汉代丝绸之路具有
重要意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 编
文物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为配合云冈“八五”保护维修降低窟前地面工程，1992至
1993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文物
研究所组成云冈联合考古队先后两次对云冈石窟第9窟至
第20窟、第1窟至第4窟窟前地面以及第3窟窟内前、后室进
行了全面的清理与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4000余平方米，出
土各类遗物 2000 余件。本书以 1992 年、1993 年考古发掘为
主，根据洞窟所处位置和窟前建筑修建的不同，分别设立章
节，介绍发掘遗迹、出土遗物等。这些遗迹、遗物为云冈石窟
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云冈研究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大同市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研究

2023年，国家文物局首次开展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
遴选推介工作，系统梳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
局在文物事业中的基本特征，着重关注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文物工作中的典型场景。各地高度
关注，积极申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行政
部门及中央有关单位共申报案例256项，涵盖了政策法规、
文物安全、保护管理、考古发掘、博物馆、革命文物、社会文
物、科技教育、人才培养、交流合作等方面。其中，“工业遗产
活化利用服务美好生活”“考古学（文物全科）人才培养让基
层文保后继有人”等10个项目获评十佳案例，“构建展览叙
事体系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文物保险+服务’创
新文物管护模式”等10个项目获评入围案例。本书即这次评
选案例的推介文集。

国家文物局 编
文物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陕西碑刻文献集成

此书是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在对陕西全省范围内碑
刻普查的基础上，综合选择拓本而形成的成果汇编，是该办
历年收藏拓本的合集，也是陕西省“十三五”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重大项目的成果。该书收录陕西境内历代碑刻、墓志、摩
崖、造像拓本共4000余种、9000余幅（未重复收录《西安碑林
全集》中已出版的文献资料），除目前已公布的资料外，还有
相当数量的拓本资料为初次公布，对研究历史、文学、艺术具
有很高的价值。本书每种拓本均配以简要的说明文字，按原
碑时间统一排序；尽可能选用高清拓片，对书法精美或文字
较小、模糊的拓本，适当局部放大，以便摹写、辨认。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 编 吴敏霞 党斌 王志勇 编著
中华书局2023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