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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坤和他的《中国考古学》
  罗 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李欣瞳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摘  要：郑德坤是随着中国考古学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他青年时期就读于燕京大
学、哈佛大学，并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期间受到了洪业、顾颉刚等多位名家的影响与帮助。工作
期间曾在厦门大学、华西大学博物馆、剑桥大学等学术机构任职，出版多本重要著作，策划了极具
特色的多项展览，所开课程也有广泛的影响力。郑德坤一生著作颇丰，尤其是三卷本《中国考古
学》，是二十世纪英文世界最为全面的中国考古学通论之一，内容丰富，观点也极具创见，得到了
众多学者的关注与反馈，其海外影响力相当深远。郑德坤与《中国考古学》在海外对中国文化的推
介作用，应当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予以更多关注。
关键词：郑德坤；中国考古；二十世纪；海外；学术史
Abstract: Cheng Te-Kun i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rchaeologists in China. During his time studying 
a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as well as obtaining his PhD in archaeology, he 
was aided and abetted by several eminent academics, such as Hong Ye and Gu Jiegang. Throughout 
his working at Xiamen University, the Museum of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he produced several significant publications, designed numerous exhibitions with 
outstanding qualities, and his course also had a broad range of impact. His Archaeology in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thorough general treatises on Chinese archaeology writte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 It is full of insightful perspectives and rich in content, has drawn comments 
from numerous academics, and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abroa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Cheng Te-Kun and Archaeology 
in China, since which made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broad.
Keywords: Cheng Te-Kun; Chinese Archaeology; Twentieth-Century; Worldwide; Academic History

一、引言

二十 世 纪 在 英 文世 界 中 有 两 部 全 面 介 绍

中国考古学成 就的著作最 为引人注目，一部就

是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

（The Archaeolog y of Ancient China ,Four th 

Edit ion）。它自1963年问世以来，至1986年一共

出版过四版①，影响着海外二十世纪后半叶研究

中国考古学的进程。另一部著作则是郑德坤的

《中国考古学》（Archaeology in China），它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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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第一卷，由于是

多卷本，前三卷到1963年才出完（图一）②，作者

原计划的第四卷《汉代中国》（Han China）后来

并未出版③。其实，郑德坤原先构想的《中国考古

学》规模更为庞大，达八卷之多，时段贯穿整个古

代社会。《中国考古学》系列虽说出版在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及以前，但若干年以后仍然在国际学术

界有着持续的影响。

当然，这两部著作各有优长，张光直的《古

代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第四版出版以后，与前三

版相比，自是一部全新的著作，它紧跟时代步伐，

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时采用多元互动的学说，对

以前的中心传播论是一个重要的修正。郑德坤的

《中国考古学》则以资料见长，详尽地梳理自中国

考古学肇始以来的诸多考古发现与研究工作，在

研究框架上显然也脱离不了他所处的时代思潮

以及他本人所受学术训练的影响。

二、初涉学界

郑德坤，1907年出生在福建厦门一个富裕的

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他聪明好学，就读于属于

教会的英华书院。英华书院是十九世纪末英国长

老会创办的中学学堂，教授学生的课程内容中英

教学并举，以英文为主，校内设施齐全，是当时一

所著名的书院④。学习的内容除《圣经》、历史、

英文、汉语外，还包括数学、化学、天文学、物理

及打字、会计之类的现代知识⑤。1925年，18岁的

郑德坤从中学毕业，他毕业时学校已改名为英华

中学，其父郑柏年担任首任华人校长，因当时时

局非常混乱，父亲建议他留校任教一年，待局势

平稳后再进入大学学习。第二年郑德坤考入燕京

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但他志不在此，后经几番转

折，转入中文系。

当时的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声誉

日渐升高。中文系也聘请了一些以后的著名学者

担任教授，有许地山、洪业、张星烺、顾颉刚、容

庚等。郑德坤在他们的鼓励下，逐渐由文学转向

古代舆图，最先研究的是《山海经》，而在此之前

他关注的对象是新文学⑥。1930年郑德坤于燕京

大学毕业，次年获得硕士学位（图二）。1928年燕

京大学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与哈佛大学联合设

立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志在加强中美人文学术交流⑦。郑德坤获硕士学

位后，即留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他的学术

生涯从此开始。郑德坤首先将关于《山海经》的

各种版本、注疏搜集齐备，进行校勘和整 体 检

讨。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终于写成了一部长达

一百三十万字的著作《山海经研究》。全书共分

七编，分别为经文、经文索引；表解、图；校勘、

训话；地理注、神异注；序录、考证、篇目考；地

理研究、历史研究、神话研究、生物研究、医药的

研究等内容⑧，顾颉刚和许地山二人为之作序。后

经顾颉刚介绍，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准备出版。不

料，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神州国光社中弹被炸，

郑德坤的手稿也葬身火海⑨。书稿的极个别内容

《〈山海经〉及其神话》、《〈山海经〉及邹衍》，

分别在《史学年报》和《燕京学报》上发表⑩。与

此同时，郑德坤在顾颉刚、洪业的指导下，开始

研究《水经注》，并以此为题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

《水经注图》⑪。在此后的数年间他发表出版了

多篇研究《水经注》的文章和《水经注引得》一

书。《禹贡川泽变迁考》还被顾颉刚收入《尚书研

究讲义》之中⑫。
图一  郑德坤《中国考古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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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坤对考古学的兴趣源自一场裴文中的

演讲，1929年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头骨，震惊世

界。郑德坤觉得中国地域辽阔，遍地黄金，考古

学是一门新兴大有作为的学科 ⑬。不久，他追随

顾颉刚、容庚二位教授，历游河北、河南、山东等

地，考察古迹古物，并参观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正在安阳发掘的殷墟遗址。在洛阳容

庚为研究所购买汉唐文物数种，他对考古学的

兴趣日渐浓郁，回校后写下这次考古旅行团的行

记⑭。但根据日文版《中国考古学大系》中著者的

介绍，郑德坤对于考古学的兴趣是在访问安阳小

屯殷墟遗址时，受到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

的启发而形成的⑮。

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下，郑 德 坤也不忘关注

救国图存。他在1932年2月28日致顾颉刚信中称：

“人民之生命财产牺牲越多，则民族复兴越有希

望。”顾颉刚则深以为然，完全同意⑯。顾颉刚认

为文人救国的方法就是继续进行创作，在信中

称“你研究地理沿革史，也有救国工作可做”。又

在1933年7月28日致信郑德坤进行鼓励：“你拟

的通史大纲，分五篇，头绪清楚得很，请照此编 

下去。”⑰

在不断的学习研究中，郑德坤很快就出版了

他的第一本考古研究的著作《中国明器》，书中

将中国古代墓葬中的随葬明器分为四期：秦以前

为第一期，是萌芽期；汉魏六朝为发展时期；唐

代是成熟时期；宋为衰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

七八万字，却有百幅以上的插图，参考文献多达

一百五十余种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是

非常了不起的著作，是当时人们了解中国考古的

重要读物⑲。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早稻田

大学仍选用此书作为学习中国考古的参考材料。

1933年，郑德坤返回家乡，受聘于厦门大学

文学院历史社会系担任教授，主要讲授《中国文

化史》《中国通史》等课程，同时主编《厦大学

报》。虽然郑德坤在厦门大学时间不长，但他创

建了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这是厦门大学

博物馆的前身。郑德坤在厦门大学期间将文化陈

列所所藏文物编成《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

所藏中国明器图谱》一书。书前置《中国明器史

略》一文，实际上是《中国明器》一书的概要，其

中掺杂一些对本校所藏文物的解释，其文甚短但

视野辽阔，中外文献所见俱收其中。《图谱》收录

历代文物131件，其中先秦1件，汉代35件，六朝11

件，唐代84件，每件文物都有简要的图说⑳。可惜

这批文物一部分在抗战初期被日本人劫掠至台

湾㉑，收藏在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教学教室；另

一部分则由林惠祥携带避难南洋㉒。总之，这是

一本当时少有的地道的博物馆藏品研究著作㉓。

1936年春，郑德坤与庄为玑、林惠祥二人一起在

泉州中山公园发掘四座唐墓㉔。

燕京大学洪业教授是燕京大学学术的实际

负责人，任教务长多年，对本校杰出学生极力提

携并鼓励他们学习英文，推荐出国留学㉕。哈佛

燕京学社成立以来，行政中心设立在哈佛大学，

但主要活动则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在章

程中有这样的表述：“资助中国别的高等学府，

图二  郑德坤燕京大学毕业照



2024. 02南方文物
NAN  FANG  WEN  WU 

人

物

图

像

- 254 -

探讨、发掘、收集及保存文化及古代文物；或资

助博物馆从事此类工作。”㉖哈佛燕京学社在接

受中外学生的同时，依仗其充沛的经费支持，也

向教会大学派遣教员。1936年受哈佛燕京学社

的派遣，郑德坤来到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任教。

除去教授中国历史课程外，还在华西协合大学博

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从事田野考古和

博物馆藏品研究。当时的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

是哈佛燕京学社派出的考古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博士，著名的三星堆遗址也是

葛氏主持第一次发掘㉗。短短的两年时间，郑德

坤将博物馆内的两万余件文物整理得井井有条，

法国考古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博士参

观之后认为郑氏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㉘。

三、负笈哈佛

1936年，顾颉刚曾于信中鼓励郑德坤申请奖

学金：“现在美庚款正在招奖学金之请求者，甲种

每年三千元……我想，德坤，你也可以请一请。你

的资格颇好，有请三千元的资格。你如能请到，便

可在北平工作两年，每年有三千元之收入……你

如以为然，请你函北平南长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委员会索取章程及表格填写。即使请不到，也没

有什么关系，所谓‘尽人事’耳。”㉙在顾颉刚的

启发下，郑德坤向哈佛大学奖学金进行了申请，

并成功申到，不过对象是哈佛燕京学社，但仍为

他后来负笈哈佛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资助。

1938年，郑德坤赴哈佛大学，专攻考古学及

博物馆管理。这是洪业布局文史学界的重要组成

部分，根据宋史学家刘子健的回忆，洪业培养历

史人才很有计划，他鼓励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

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

魏晋六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昇研究辽代，聂

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王伊同研究明

代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学生后来都对重估中国

文化很有贡献㉚，他们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新的

方法。

郑 德 坤 就 读 于 哈 佛 大 学艺 术与 科 学 研 究

生 院，他 的 指 导 老 师 是 毕 巴 底 考 古与 民 族 博

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的瓦德（Laur iston Ward）教授，此

外他的论文指导老师还有远东语言系的魏鲁男

（James R .Ware）教授㉛。短短的三年间，郑德

坤 修完全 部课程，完成硕士论文《满洲史前考

古概论》（An Introduct ion to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Manchuria），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四川史前考古》（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Szechwan）（图三）。他所依据的材料是从十九世

纪后半叶开始传教士调查所得，当然也有一些外

国考古学家如葛维汉、纳尔逊（N. C. Nelson）、

赫音（Amold Hein）、包戈登斯（Gorbon）以及

安特生（J. G. Andersson）等人的调查发掘材料，

这些发掘标本大都收藏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内，郑德坤在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工作经历，给他

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1937年开始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撤至四川，并组织了考古发掘工

作。根据郑德坤的研究，当时的四川史前文化前

后应经历了五千年之久的发展，最早的距今大约

有七八千年，广汉地区的史前遗址中出土类似西

图三  郑德坤博士论文《四川史前考古》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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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玉器多种，它们可能已经接受中原文化进入

历史时期。郑德坤将四川史前文化分为四期：一、

中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前3000年）；二、新石

器时代前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三、新

石器时代后期（公元前2000—前1200年），这时

大约可分为早晚两段；四、石器与铜器过渡时期

（公元前1200—前700年），这时期的代表是广汉 

文化㉜。

郑德坤的指导教授还有哈佛燕京学社的第

一任社长叶 理绥，他当时还兼 任 远东语言系的

主任。叶理绥是伯希和（Paul Pell iot）的高足，

一位出色的历史语言学家。他创办了著名的《哈

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UJAS）。其中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

纳尔逊（N. C. Nelson）在四川、云南的调查、发

掘材料，有相当一部分是未发表的，纳尔逊允许

他使用这些第一手材料㉝。

四、执掌华西大学博物馆

1941年，凭借《四川史前考古》，郑德坤获得

哲学博士学位。回国郑德坤接任葛维汉的华西大

学博物馆馆长一职。郑德坤在担任博物馆馆长

的五年间，先后组织了四次考古发掘活动，其中

有汉代墓葬、五代王建永陵、文庙旧址等。另外，

还组织进行多次田野调查，采集大量文物标本以

丰富博物馆藏品。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

期，但郑德坤依然积极推进博物馆的陈列工作。

经过多方努力，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形成七个非常

有特色的常设展览，也举办了多次临时展览，极

大地丰富了战时后方民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接

待许多考古学家来访。《夏鼐日记》在1941年11月

26日记录了他与友人参观华西大学博物馆并与郑

德坤交流的情况：

上午与王、陈二君参观华西大学博物，晤及

郑德坤君。郑君谓在美从Nel son（纳尔逊）研究

川东史前石器，就其形制，可分为四：（1）磨制石

器（常与陶器同出），（2）打琢石器（不同陶器同

出），（3）大体打琢又尖端磨制，（4）同上，但又加

钻琢（此二者或与陶器同时出土）。谓其文将在哈

佛之Journa l of Asiat ic Studies（《亚洲学报》） 

发表㉞。

郑德坤在华西大学的五年中用中英文发表了

几十篇考古方面的文章，其中一些在学界获得较

好的评价㉟。郑德坤来华西大学博物馆时着手制

定五年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他又雄

心勃勃地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并宣称：“目标为

使此博物馆，成为中国标准博物馆之一。”并“建

设一近代化教育之圣地，华西研究之中心，甚至

务使其成一国际学术研究之大本营，以促进全人

类之合作、进步及永久之和平。”㊱目标高远，催

人奋进。

郑德坤执掌华西大学博物馆短短五六年中，

以华西大学博物馆出版的图书多达24种，仅郑

氏著述有《古玉概说》（1945年）、《蜀陶概说》

（1945年）、《四川考古学》（1947年）、《西藏文

化导言》（与苏立文合著，1945年）、《西南民族

导言》（与梁剑韬合著，1945年）、《西藏图画》

（1945年）、《中国名纸录》（1947年）、《四川史

前石器文化》（1942年）、《理番版岩葬》（1945

年）、《四川古代小史》（1945年）、《王建墓》

（1945年）、《中国之敦煌研究》（1947年）、《四

川古代文化史》（1945年）及郑德坤译著《史记

西南夷列传》（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

19 45 年）、《史前史纲 要》（T h e  P r e l i s t o r i c 

Per iod，1946年），共有十五种之多，占全部出版

品的一大半㊲。内容涉考古、民族、历史、美术等

诸多学科，尤其是敦煌研究，尚未被敦煌研究史

研究者所提及。

郑德坤的研究工作在当时引起学界的特别

关注，李济曾有将郑氏调入中央博物馆的打算㊳。

1947年郑德坤离开华西大学博物馆前往欧洲讲

学，期间在英国剑桥、牛津、伦敦大学等多所知

名大学有多次讲座，1948年返国，暂居香港。

五、受聘剑桥

1951年郑德坤携妻儿一家五口迁往英国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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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受聘剑桥大学担任讲师（Lecturer），教授中

国考古（图四）。据其夫人黄文宗回忆，当时的剑

桥大学注重研究，因而课时很少，郑德坤便利用

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始有计划地研究写作㊴。新中

国的建立使各行业蒸蒸日上，考古发现也层出不

穷，郑德坤觉得应该及时总结，将这些新发现介

绍给世界，他便开始着手编写一套《中国考古学》

（Archaeology in China）。同时郑德坤又系统地

搜集与中国有关的文物、古籍、书籍和照片等，为

著书准备，后将这座存放十万余册图书的书楼命

名为“木扉”。

很快郑德坤在1956年便写出《中国史前史》

（Prehistoric China）的初稿。同年9月夏鼐随中

国青年汉学家团参加法国世界青年汉学大会时，

郑德坤也由剑桥赶来参加这次盛会，并将《中国

史前史》的初稿交由夏鼐审阅。夏鼐利用会议间

隙将手稿读了一半，后因郑德坤要离法返英，将

手稿返还㊵。《中国史前史》在1959年由剑桥大学

出版社出版。

郑德坤在剑桥大学教授中国考古二十多年，

许多考古学家都曾选修此课，深受启迪，如著名

的有彼得活（Peter Bellwood）、伦福儒（Colin 

Renfrew）㊶等等。按剑桥大学制度，教师每五年

有一年的学术休假（Study Leave），郑德坤充分

利用这假期，受邀在世界各地访问，1961年任普

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参加考古发掘；1962年在

马来西亚从事考古工作；1968年参加沙捞越遗址

发掘。1966年郑德坤升任英制教授（Reader）㊷

（图五）。

1974年郑德坤在剑桥大学退休后，应香港中

文大学邀请访问，后任文学院院长、副校长（图

六）。1979年郑德坤第二度退休后又出任中国文

化研究所所长（图七），组建中国考古学中心（图

八）。2001年，在香港逝世。

六、《中国考古学》

郑 德 坤一生中英著 作有一百 五十 余部，研

究论文数百篇，可谓著作等身（图九）。其中最

有影响当数其《中国考古学》三卷：《史前中国》

（一）、《商代中国》（二）、《周代中国》（三）。

郑德坤回到香港的目的是为了撰写第四卷《汉代

中国》（Han China），因各种事务繁忙，惜未能

完成出版㊸（图一〇）。

从1959年至1963年郑德坤在剑桥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他的《中国考古学》系列三卷。《史前

中国》是其第一卷㊹。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考古学

通论性质的著作，原计划有八卷之多，所以在第

一卷中讲述了中国文化的地质基础。之后用了相

当篇幅来讨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戈壁文

化、史前新疆、史前黄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小屯文化、史前长江、史前华南和史前东北，基本

上对中国石器时代的考古和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

的介绍。

作为一部通论性质的著作，它的优点显然是

第一次用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境内石器时代的重

要考古发现与研究，并且采用许多新中国时期最

新的考古材料。考虑到中国境内非常复杂的地理

形态，郑德坤将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地区分为六个

文化区域：新疆地区、蒙古高原、东北平原、黄河

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些是构成中国文图四  郑德坤剑桥大学任教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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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地质基础。郑德坤对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早期

南方巨猿和北京猿进行讨论，丁村人是早期北京

人和旧石器中期河套人的重要纽带。对河套人、

山顶洞人和资阳人都有讨论。一些旧石器工业技

术又向南传播。北方的新疆地区、蒙古高原和东

北平原细石器文化大多为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

和龙山文化分别代表东西两大区域。郑德坤将蒙

古高原的石器时代文化专门冠以戈壁文化（The 

Gobi  Cult u re），在新石器时代的分布范围，从

蒙古高原到长城 地带，以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为

主㊺。郑德坤也深信有一个中石器时代的存在，并

图五  郑德坤教授剑桥大学任教期间全家合照

图六  郑德坤教授任香港中文

大学副校长

图七  郑德坤教授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且以 斯文·赫定（Sve n 

He d i n）中瑞西北 科学

考察团的发现为先导讨

论所谓的中石器文化，

并将资阳人㊻归在 这一

时期。仰韶文化是其论

述的重 点 之一，可分为

早中晚三期：后冈为早

期；仰韶村、西阴村、半

坡、马家窑是中期代表：

辛店为晚期代表，强调

其 中 所 谓 混 合 文化 和

因素㊼。将“小屯文化”

列为一章，认为齐家文

化 与之年代 相当，也列

一节讨论，将灰陶与陶

鬲 作为“小屯 文化 ”的 

代表㊽。

该本出版后受到英

文世界的一致 好评，认

为是一本难得一见的著

作，对于西方世界了解

中国考古学的一般面貌

贡 献 良多。汉 斯福（S . 

Howard Hansford）在

书评中提 到：“ 欧 洲人

刚开始关注中国古物的

时候，除了建设性批评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而中

国考古的探索和出版又大多用的中文，他说“很

少有学者有能力进行这样的综合，也没有人做得

比郑教 授更 好。他 在哈佛燕京、成都和剑桥 接

受了长期的培训，并在实地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并期待郑德坤教授的下一卷著作㊾。卡

尔·亨兹（C. Hentze）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该书是一份珍贵的关于中国史前时期资料的首创

性汇编，这是西方读者不得不进行感谢的㊿。威

廉·沃森（William Watson）认为该书实际上是

最重要文献的总结，在研究的现阶段这种客观性



2024. 02南方文物
NAN  FANG  WEN  WU 

人

物

图

像

- 258 -

值得称赞，郑德坤的开创性著作

也值得祝贺■。

中国考古界也很快注意到郑

德坤的这部著作，安志敏在1959

年第5期《考古》杂志上以康捷为

笔名发表书评，指出其中的若干不

足。关于“巨人”问题，称作者相

信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的

说法，将巨猿当作中国最早的人

类，是非常不妥当的■。对于作者

所谓的中石器时代的提法和新石

器早期提出批评，并称其错误主

要是根据石器的制法来确定年代

的早晚■。在仰韶文化及其序列中

辛店文化排不进去，甘肃的远古

文化序列大体上是仰韶-马家窑-

齐家文化-辛店文化。作者关于齐

家文化的看法也进入不了这一序

列之中。在说到郑德坤长江下游

新石器文化时着重指出其关于混

合文化的说法，认为这一提法造

成许多概念的模糊■。小屯文化的

说 法 已 经 过 时，而 郑 德 坤 将 其

扩大化。

对于中外学者的批评郑德坤

有一些积极的回应，主要表现在

1966年出版的《关于史前中国的新

认识》（New Light of Prehistoric 

China）■这本增刊中。这本书的

结构保持与《中国史前史》的一致

性，增加了许多六十年代发现的新

材料。但是，郑德坤在许多问题上

并没有修改自己的看法，例如认为

“巨猿”，无论从形态上还是食物

获取方式上更接近人类，只是由

于其前肢发达，阻碍其使用工具，

使其灭绝■。并且对于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新中国考古收获》

图八  1985年邓聪（后排左二）入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

研究中心与郑德坤教授（前排左一）及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图九  郑德坤教授夏文化论文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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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办法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将史前时代等

于原始社会，商周属奴隶社会，东周以后的王朝

是封建社会，过于关心历史研究中的某些理论并

试图证明。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认为

该增刊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补充，像往常一样，郑

德坤以一种诚实和专业的方式介绍他的材料，虽

仍存在一些混淆的插图和错误的表述方式，但

仍要抱有一种万分感激的心态，感谢郑德坤教授

将他从中文中提取出来的重要信息汇集起来呈

现到西方学界面前，并提到郑德坤认为目前对中

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具体情况的认识仍模糊

不清，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的起源尚未被发

现，可能在黄河弯道地区最先出现，进一步承认

他之前关于仰韶文化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时代划

分已经过时，也已经接受了关于龙山文化的最新

理论■。

《商代中国》作为《中国考古学》的第二卷出

版于1960年■。本卷共十五章内容——商代遗址的

发掘、地层层序、建筑遗迹、埋藏、动物群遗存、

石器工业、玉器、贝壳和骨器、陶瓷工业、青铜工

业、文字、物质文化与政治组、社会组织与宗教实

践、自然与装饰艺术观察、商文化，旨在记录商代

中国考古学发现发掘的进展及突出成果。

在这一卷中，郑德坤汇集各方面详细资料，

搜索大量新中国考古的相关信息，对1959年以前

华北地区商代遗址考古发现进行总结。关于石璋

如对商代建筑遗迹和小屯相关墓葬的分类和解

读，郑德坤认为比较合理，但还存在一些殉人殉

牲是由于祭祀祖先而产生的可能，如何将这些祭

祀行为与建筑祭祀区分开来需要进一步研究■。

郑德坤对商代丧葬习俗的演变进行了讨论，五种

墓葬对应五个时期，原商时期的原始墓葬、商代

早期的常规葬、商代中期改进的大型常规墓葬、

商代晚期的王陵墓、后商时期带壁龛的墓葬■。

郑德坤以甲骨文记录为例说明商人的狩猎热情，

认为这种热情也可能是这一时期艺术中动物主题

增长的原因■。他将甲骨文分为祭祀仪式、自然现

象、作物和收成、战争和军事、王的私事、未来的

福祉这六类进行详细讲述，并认为商代文字是一

种非常先进的文字类型，它已经把书写的简单象

形阶段远远抛在身后，并达到了使用表意文字的

阶段■。从第一卷《史前中国》开始，郑德坤便坚

定地认为商族直接起源于灰陶文化，商文化起源

于戈壁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

他认为中华文化是商人吸收内外所有有用的文化

因素创造出来的当时最繁荣、最进步的文化，商

代文明的产生并非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当地本土

文化演变的结果。第一个商代聚落可能仅仅是当

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人口的集聚地，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和进步，逐渐有了自己的鲜明特征，而

正是在这时，那些将商代文明推向青铜时代的决

定性因素才逐渐形成，使商代文明形成了与新石

器时代大不相同的崭新面貌，彻底改变了新石器

时代的文化格局。

郑德坤通过使用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材料

系统诠释与商代中国相关的问题，满足了当时西

方学界对于中国商代考古最 新资料广泛而迫切

的需求。海外学者通过该书能够了解中国考古

学界在商代文明研究方面的新发现、新猜想与

新成果，阿道夫（Tamburello Adolfo）认为该书

充分收集了研究材料，更新了考古研究数据，解

读方面也有着较好的规划■。罗越（Max Loehr）

提到，本书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遗存做了系统而

全面的叙述，对不熟悉中国出版物的西方读者来

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该书仍存在很大的不

足：首先该著作的图版附录大部分是根据印刷品

图一〇  《中国考古学》日文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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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复制的，具有一定的缺陷，且由于音译问题

使得索引功能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

郑德坤将商代艺术的阶段和风格方面都统一归

到一类里，并未详细分开描述；接着是作为商代

文明的核心问题 之一的青 铜器图案，其历史源

流、构造原理和意义在书中均没有过多涉及，使

读者在阅读中难免心生遗憾；最后，关于绝对年

代的猜想具有不确定性、缺乏事实依据，急于否

定影响商代冶金的外来因素■。

最后一点张光直也曾指出，一些考古学序列

和许多解释性假设是郑德坤文化历史框架的基

础，应该在行文过程中强调这些是他的假设，以

免被读者误以为这些都是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知

识和结论■。卡尔·亨兹（C. Hentze）指出郑德坤

教授的假设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有想象

力的假设，因为它忽略了任何一种逻辑组合，这

种错误在别处也反复出现■。

该书作为系列的第二卷优点颇多，但仍有不

足，有些地方戛然而止并未做深入讲解，有些猜

想并不具有事实依据却专门进行强调，使得不了

解实际情况的海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者将猜想作为

事实继续研究，滋生更多谬误。遗憾的是郑德坤

并没有进行增刊补充、修正，不过在当时的学术

环境下，有这样一本集当时中国商代考古研究情

况大成的英文专著已是十分难得。

《周代中国》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三卷，出

版于1963年■，历史文献、青铜铭文等能记录周

代的重要事件，描述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政

治、战争、宗教等方面的图景，但是仍有许多未

能记载的空白需要通过中国考古学家逐渐填补，

考古发掘“正经补史”的作用也逐渐突显出来。

当时的相关研究结果均以中文发表，郑德坤从这

些材料中提炼出关键信息，整合成简单易读的专

业性参考书册以英文形式发表，比前两卷更为成

熟，资料更加丰富，叙述也更为有序。

本书 分为十六 章：周代 遗存调 查，建 筑 遗

迹，黄土高原的周代墓葬，黄河洪积平原河南、山

东和河北的周代墓葬，内蒙古和东北、长江下游

的周代墓葬，长江上游的周代墓葬，玉雕，陶瓷

业，金属工业中青铜容器，武器、工具、饰品，硬

币、马、战车配件，漆器，文字，周文化，重点在于

周代各地区的墓葬和金属工业。

郑德坤将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翻译为“哥哥和

弟弟国家”（older and younger brother states），

而 分 封 制 则 被 译为“ 姐 妹 侄 子和 叔 叔 国 家 ”

（sororal nephew and uncle states）■。他认为

中国金石学传统学派学者具备现代考古学家的所

有知识，只是他们自己没有进行任何挖掘，答案

可能会在旧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过去的学者

属于特权阶层，实地考察和勘踏较为常见，亲历

发掘却被认为是一项与社会地位不相符的行为，

中国考古学的新发展是在20世纪西方学者的到

来、旧社会秩序的推翻以及现代学术、技术的兴

起之后才开始的■。关于周文化的兴起问题，郑德

坤认为和商文化一样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群体，

特别是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混合的结果■。他还

提到周人还是远东水井的发明者，是陕西地区屋

顶瓦的发明者■。辛村的发现证明了周人很快就

适应了新环境，表明商代传统在整个西周时期都

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其玉器就是很好的例子，

大多与来自安阳的商代遗存相似■。郑德坤还认

为春秋时期的青铜铸造业发明了一种用于铸造铭

文的活字印刷，并进行了应用■。铁的使用最早是

由周人在公元前11世纪引入的■，并在介绍武器、

工具的过程中举例印证。铜镜方面，根据使用方

式和装饰元素，郑德坤将战国镜分成了十二种类

型■。此外，在专门一章中介绍了漆器及其工艺，

战国漆器的装饰设计和同时期青铜器上的相似，

应是二者平行发展相互影响的结果■。周代的思

想文化，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孔孟

儒家、老庄道家、韩非子法家等都得到了一定的 

介绍■。

同前两本一样，该书仍受到众多海外学者的

关注。汉斯福曾提到：郑德坤的《中国考古学》第

三卷仍然像前两卷一样受欢迎，这些都将是对

海外考古学家来说不可或缺的参考■。拉铁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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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Lat t imore）称赞道：“在中国之外，郑德坤

是中国考古学界最杰出的权 威……郑博士的介

绍非常系统……通过建立一个清晰的年表和地

区分布框架，通过尽可能多的指引目前在中国开

展的发掘计划，并以英文简要介绍中国学术成

果，他既将中国考古活动与世界知识联系起来，

又提供了一种有序、有条理的方式来填补我们所

有的认识对新发现的空白。”认为郑德坤这样的

工作几乎是英雄式的，他通过英文著作，将中国

在周代考古方面建立的较为明确的年代分期和

区域分布框架呈现给海外学术界，既把中国的考

古活动与世界联系起来，又把新发现与我们现有

知识的差距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有序的研究框

架，甚至还能够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考古勘探项目

给予尽可能多的外界指导，并评价郑德坤教授十

分谦虚，避免在文章中推行个人理论和推测，只

是提供了自己的猜想，增加了为考古事业服务的 

价值■。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第三卷，《周代中国》

依旧有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改进的地方。汉斯福还

提到关于中西方的命名问题，有些西方术语和中

国的名称并不是同义词，郑德坤并没有在全然理

解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仅仅是简单的划等号并不

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一些误解。并觉得该卷

的文字叙述应该更加严谨，提出有些主张的时候

需要再斟酌■。张光直认为该卷组织和解释上的

混乱严重削弱了这本书的实用性，郑德坤强调东

周人实现中国文化统一，认为周代中国在漫长的

时间中不间断演变、连续性发展，秦汉时期的最

终统一是这种演变的结果，但他不能主张在整个

周代中国都被视为文化史上没有时空差异的一个

整体，在整本书中也没有找到任何经过研究和论

证的地方来证实后一观点■。

七、结语

考古学作为二十世 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

门新兴学问，对中国现代学术进步有着重要的推

动作用。郑德坤是一名伴随着考古学发展而成长

起来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在中国受到良好的传统

人文教育和英文训练，然后又负笈哈佛大学接

受进一步的考古人类学训练，完成其博士学位论

文。其后在剑桥大学长期担任中国考古学讲席，

又在多所知名大学教授与中国考古学相关的课

程，激发外国学生了解、研究中国考古学和东南

亚考古的兴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中国考古

学在海外的影响力。1985年，郑德坤当选“英国

学术院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郑 德坤 长 期笔耕不辍，积年累月著 作多达

一百多部，论文数百篇计，可以说是著述最丰的

考古学家。尤其是以《中国考古学》为题的三卷著

述，在英语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是海外读者了

解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参考著作。此书将

中国考古学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重要发现、中外

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和问题热点逐一介绍，并对

一些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研究、见解。在相

当长的阶段里，西方世界想要了解中国考古学，

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考古成绩、研究，郑

德坤的著作都是一良好的途径。透过郑德坤著

述，外国学者们可以系统全面地知晓关于中国

考古学的某些前沿知识，具有桥梁作用。张光直

在谈及郑德坤的治学特点时曾总结道：“大题目

能旁征博引，发挥得淋漓尽致，小题则能深入浅

出，论证到无懈可击”■，与西方老式的汉学家有

许多相似之处。

当然，郑 德坤的杰出贡 献并不仅限于考古

学，他青年时代的《山海经》研究，在当时就是

中国重要的著作之一。他的《水经注》研究课题

几乎贯穿他的一生，直到七十年代出版界还出版

《水经注故事钞》■、《水经注引书考》■。郑德

坤曾说：“我们研究人类学，对于文化与人的关系

应该有点认识，各民族有他的文化。文化就像空

气一样是生活生存的要素。”他深情地写到：“不

幸我们处于动荡的时代，流落海外，年暮思乡，每

感他国的文化与我们的不一般。几千年的演进，

继续存在，不是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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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坤终其一生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直至

晚年时仍在多所大学介绍中华文化，并以此为题

出版多部中英文著作，讨论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

的贡献。在海外，尤其是华人文化圈产生重要影

响。中国考古学发展进步至今日，回首来时路，我

们不应忘记对中国考古学有重要影响的考古学

家，尤其是在海外大力推介中国考古学和中华优

秀文化的郑德坤先生。

致谢：本文图片由山东大学邓聪教授提供，谨

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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