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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 1981 年正式提出 野区系类型冶模

式譹訛袁 很多学者认为其主旨在于建立中国史

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袁赞之者认为该文

是野对我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奠基意

义的重要文章冶野是苏秉琦先生几十年来运

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各种考古遗存的必然结

果冶 譺訛袁野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初

具规模冶譻訛遥持异议者认为院野考古学文化的分

区和系统袁 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常用手段袁并

不具有什么新的含义遥 冶譼訛如笔者曾经讨论过

的袁1949 年以后袁面对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袁

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确实自然成为史

前考古学的基本任务袁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袁

至 20 世纪 70 年代袁安志敏譽訛和夏鼐譾訛依据碳

十四年代全面讨论各地区文化序列袁时空框

架已经基本确立袁各位学者阐述的框架并无

本质差别譿訛遥 苏秉琦在文中确实倡导野各地同

志应立足于本地的考古工作袁着力于把该地

区的文化面貌及相互关系搞清楚冶曰 区系类

型模式提出后袁也确实极大促进了时空框架

的建设遥 但是袁该模式真正的重要性不在于

第一次把异彩纷呈的考古学文化梳理出了

头绪袁而在于对已有时空框架提出一种不同

于野中原中心冶模式的新解读袁其核心是强调

各区系发展道路的独立性袁指出它们野以各

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冶袁 否定中原地区

的领先地位袁认为各地区之间野影响总是相

互的袁中原给各地以影响曰各地也给中原以

影响冶遥

但此模式在摆脱了野中原中心冶模式深陷

的野大一统冶怪圈的同时袁也引发一个问题院

各地区的文化发展被野庖丁解牛冶之术分割

为野满天星斗冶的独立进程袁又没有中原地区

野先进冶文化的引领和凝聚袁整个中国文明起

源进程是否还可以被当做一个野全牛冶看待钥

或者说是否还存在一个可以用野中国冶命名

和叙述的文明化进程钥 苏秉琦的答案无疑是

肯定的遥 早在 1979 年 4 月野全国考古学规划

会议及中国考古学成立大会冶上袁他就指出

考古学野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袁中国文

化起源尧中华民族的形成尧统一和多民族国

家的形成和发展袁等等冶遥 野这样我们就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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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耶国家的统一尧人民的团结尧国内各民族

的团结爷袁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冶遥 把中国境

内的史前文化当作一个整体袁以考古学研究

论证历史时期中国的史前基础袁为现代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奠定基础正是他努力追

求的目标讀訛遥

为此袁 苏秉琦提出了一种文明因素在不

同地区间持续传递尧发展的模式袁以强调各

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密切联系和一体性袁并将

其凝练为那首著名的绝句院野华山玫瑰燕山

龙袁大青山下斝与瓮遥 汾河岸边磬和鼓袁夏商

周及晋文公遥 冶具体而言袁野距今七千至五千

年间袁 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

型袁通过一条呈耶S爷形的西南要东北向通道袁

沿黄河尧汾河尧和太行山麓上溯袁至山西尧河

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袁与源

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袁实现

了花与龙的结合袁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

袋足器袁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至

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袁在晋南同来自四方

渊主要是东方尧 东南方冤 的其他文化再次结

合袁这就是陶寺冶遥 陶寺文化又开启了此后夏

商周三代的文明化进程遥

苏秉琦高度评价这一互动过程袁指出野从

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

接带袁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

民族大熔炉袁六千年到四尧五千年间中华大

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袁这里是升起最

早也最光亮的地带袁所以袁它也是中国文化

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冶遥 这一野直根

系冶具有野花冶和野龙冶两个文化元素袁陶寺又

具有野帝王所都曰中袁故曰中国冶的地位袁野使

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尧 龙的传人和中国

人冶袁因此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核心地位讁訛遥

这一充满诗意的野文明火炬接力冶式的模

式提出了两个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指

导意义的要点院一是各地区文明进程要在一

个更大的无先进野中心冶引领的文化互动的

背景下去解读曰二是不同时期最强大的政治

组织都是在吸取前人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形成的袁这样的此起彼伏的进程一直持续

到夏商周三代时期遥 本文拟试对此进行阐

发遥

二

史前时代各地区文明进程要作为一个整

体在广大的文化互动的背景下解读是中国

考古学界的共识袁争执之处在于各地区之间

的文化互动是否有一个野先进冶核心的引领

和推动遥

1959 年袁安志敏提出院野黄河流域的古代

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

同, 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

区的古代文化 , 如长江流域以及边疆地区的

古代文化遗存都与黄河流域有着密切的联

系遥 从黄河流域考古学上所提出的各项证

据袁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上是

具有重要意义的遥 冶輥輮訛石兴邦也同时指出院野黄

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 历史上

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是以这一地区为核

心的遥 黄河流域考古学上主要问题的解决 ,

直接间接地有助于其他地区历史问题的解

决遥因为, 中国自古以来,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

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

古代民族的活动, 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

史纽带遥 冶輥輯訛这一被称作野中原中心冶的模式强

调黄河流域的领导作用袁其描述的各地区关

系不是平等的互动袁而是野先进冶的黄河流域

文化的引领和传播遥

严文明在 1987 年提出的 野重瓣花朵冶模

式认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

大的重瓣花朵袁中原因为位居花心袁野易于受

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袁能够从各方面吸

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袁因而有条件

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冶輥輰訛遥 仍赋予中原地区特殊

的核心地位袁其所描述的各地区关系也未着

眼于平等互动袁而更加关注中原对各地区先

进因素的吸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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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张光直借用美国学者葛徳伟

渊Joseph R.Caldwell冤 讨论美国东部印第安人

文化时使用的相互作用圈渊Sphere of Interac鄄

tion冤概念袁提出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后袁形成

了范围北自辽河流域袁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

洲袁东自海岸袁西至甘肃尧青海尧四川的相互

作用圈袁因为野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

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袁而且在这圈内所有

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

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冶遥 可以

称之为野中国相互作用圈冶或野最初的中国冶

輥輱訛遥 此模式与野区系类型冶模式同样强调各文

化区的无中心引领的平等的尧交叉网络式的

互动袁同时强调这样的互动是足以成为将各

地区凝结为一个整体的纽带袁并明确定义了

野最初的中国冶的概念遥 笔者在此基础上袁对

如何以考古学方法认定野最初的中国冶进行

了讨论袁认为野最初的中国冶是以多元互动的

视角解读中国文明形成的最佳模式輥輲訛袁 这可

以视为苏秉琦倡导的区域间平等互动模式

的发展和完善遥

以野最初的中国冶的视角观察袁庙底沟要

红山要河曲地区要晋南这样的徘徊于苏秉

琦所说的面向内陆的西部地区的文化传承袁

显然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

更复杂也更壮丽的激荡互动遥

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所处的距今

6000 年至 5300 年时期袁 是中国史前时代灿

烂的转折期遥 在黄河下游袁时值大汶口文化

早期晚段袁 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开始出

现遥大汶口墓地 M2005 随葬品共计 104 件輥輳訛遥

在长江下游袁 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尧积

石圈和随葬大量玉器和石器的大型墓葬袁其

中 07M23 出土随葬品 330 件袁 包括玉器 200

件袁有长 72 厘米袁重达 88 公斤的玉猪輥輴訛遥 江

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

格墓葬袁其中 M91 随葬品 38 件渊套冤袁包括

14 件玉器輥輵訛遥在长江中游袁湖北大溪文化晚期

龙王山墓地墓葬等级差别明显輥輶訛遥 在辽西地

区袁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袁出现辽宁牛

河梁遗址群袁在方圆 50 平方千米的野圣地冶

内袁集中分布着祭坛尧冢墓和野女神庙冶袁大型

墓葬随葬品有特殊内涵的玉器輥輷訛遥 在野中原地

区冶袁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袁

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 100 万平方米袁次

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 40 多万平

方米袁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遥 西坡遗址核

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

明袁 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袁广

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遥 西北角的

F105 室内面积约 200 平方米袁 外有回廊袁占

地面积达 500余平方米曰西坡墓地的 34 座墓

葬等级差别明显輦輮訛遥

庙底沟和红山社会的发展只是各地区普

遍发生跨越式社会发展浪潮中的一部分袁庙

底沟类型彩陶虽然影响颇广袁但正如笔者所

述袁彩陶只是当时被广泛交流的多种文化因

素之一而非全部遥 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广泛传

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易于被模仿袁可以被

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特性袁似乎并不完全归功

于庙底沟类型的超前发展尧超强实力和核心

地位輦輯訛袁 各地区的发展主要是苏秉琦所说的

自身野裂变冶的结果袁而非外力的推动或引

导遥

各地区的复杂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輦輰訛遥

红山和凌家滩社会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

的玉器袁 宗教权力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袁

红山文化更是形成了牛河梁这样的仪式活

动中心遥 大汶口文化高等级墓葬随葬品丰

富袁 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和财富的精美陶器尧

饰品和猪下颌骨等为主袁缺乏特殊玉器等宗

教仪式用品曰 崧泽文化和大溪文化与之相

似遥 庙底沟类型社会中袁大型墓葬规模大袁但

随葬品少袁同时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

筑遥 这样的差异性是各地区独立发展的有力

证据遥 庙底沟社会尤其独树一帜袁各地区明

显并未接受其发展方式袁红山社会的强烈宗

教倾向尤其与之格格不入袁虽然红山彩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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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庙底沟近似的时代风尚袁但很难因此推

测庙底沟的社会发展模式对红山独特的社

会复杂化道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遥

各地区同步发展同时袁 区域间交流互动

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袁确实因野彼此密切联系冶

而形成了野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冶袁逐渐成为

一个文化共同体遥 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

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构建的社会上

层交流网尧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

识的交流应是促成各地区一体化和野最初的

中国冶形成的更重要的推动力輦輱訛遥 庙底沟类型

和红山文化的野碰撞冶只是此范围广大的交

流网的局部火花輦輲訛遥

与 野花与龙的结合冶 这样的诗意描述相

比袁红山文化与相隔一千余公里的凌家滩遗

存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

远距离交流的更坚实的证据遥 归纳起来袁相

似的玉器种类包括玉人尧写实玉龟尧龟的抽

象表现形式玉筒形器尧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凌

家滩玉龙尧双联璧尧玉环尧玉镯尧玉璧尧石钺尧

凌家滩胸负八角星尧双翅为猪首的玉鹰与红

山文化野枭形勾云形器冶尧凌家滩野兔形器冶与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所出回首玉鸟遥

在与宗教观念相关的玉器中袁 玉人头戴矮

冠尧双手回放在颌下尧腰束窄带尧双膝微曲这

些细节都酷似袁玉筒形器在斜口尧象征龟腹

甲的一面较平整尧象征龟背的一面凸起等细

节上也相似遥 龟尧鸟尧猪等虽然表现方式有差

别袁但蕴含着相似的内涵遥 红山和凌家滩社

会也是各地普遍出现的复杂社会中最具宗

教倾向者袁明显具有更多相似性遥 因此袁红山

社会的发展袁主要是辽西地区自身发展产生

的野裂变冶袁是本地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輦輳訛袁外来

因素方面则更多是得益于与凌家滩社会的

交流袁与庙底沟类型的野碰撞冶可能只是起了

次要的作用遥

三

约距今 5300 至 5000 年之间袁 中国史前

时代进入动荡整合期遥

强大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区豫

西尧晋南和关中盆地地区遗址大量减少輦輴訛袁庙

底沟人群向北迁移直至河套地区袁形成海生

不浪等地方文化曰庙底沟人群向西则越过陇

山袁进入此前人口稀少的黄河上游的洮河和

湟水流域袁直达河西走廊的东部袁形成以绚

丽彩陶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遥 马家窑文化人

群还通过甘南进入四川盆地西北地区袁对该

地区的后续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遥 辽河流域的

红山文化也发生了明显的衰落袁遗址数量急

剧减少袁宗教中心牛河梁被废弃袁发生了向

西直达河套地区的人群移动輦輵訛遥

庙底沟和红山文化的野衰落冶造成的人群

移动袁促成了整个中国二级阶地黄土地带直

至川西北的大范围文化互动袁促进了各地区

的文化发展袁扩大了野最初的中国冶的地理和

文化范围遥 西北地区的文化发展袁更是为早

期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遥

位居东南的一级阶地地区袁 各地区文化

持续发展遥 大汶口文化进入其中期袁大型墓

葬显示社会复杂化继续发展遥 大汶口文化人

群的野西进冶是该时期的重要事件遥 考古发现

显示袁 大汶口文化因素已经直达洛阳盆地袁

出现在河南偃师地区曰西南方向的皖北地区

已经完全成为大汶口文化的势力范围袁出现

安徽尉迟寺遗址等核心聚落遥 颖水中上游为

大汶口人群集中地区袁故该地区和伊尧洛河

流域的大汶口文化被命名为野颖水类型冶輦輶訛袁

南阳盆地和鄂北地区也可以见到大汶口文

化因素袁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遥 随着仰韶文

化庙底沟类型势力的解体袁在此西进浪潮的

影响下袁河南东部地区迅速野东方化冶袁为河

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遥

在长江中游袁 大溪文化的重心向东迁

移袁在汉水中游形成屈家岭文化袁出现城址

群輦輷訛遥 湖北城河遗址最新发现结构复杂尧随葬

品丰富的大型墓葬袁显示了该文化的高度发

展輧輮訛遥 屈家岭文化的野北进冶同样是该时期的

重要事件袁 屈家岭文化因素进入南阳盆地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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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北袁其影响力直达晋陕豫交界地区和关中

地区輧輯訛遥

在长江下游袁 良渚文化整合了凌家滩遗

存和崧泽文化的人口尧经济尧政治和宗教资

源袁形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超级强大的

政治和宗教中心遥 该文化的核心区浙江余杭

良渚遗址群内輧輰訛袁发现面积近 300 万平方米袁

内有人工堆筑的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的莫角

山袁为高等级建筑区輧輱訛遥 遗址群中的反山輧輲訛和

瑶山輧輳訛墓地中袁发现随葬精美玉器尧象牙器尧

精致陶器和漆木器的高等级墓葬袁这些器物

上有反映复杂宗教观念的神人兽面等精细

刻画的图像和复杂的符号遥 茅山遗址发现大

面积稻田遗存袁 反映了水稻农业的高度发

展遥 此外袁发现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袁包括阻

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袁水利调节面

积达 100 平方千米以上輧輴訛遥 良渚文化分布的

环太湖地区袁有上海福泉山輧輵訛和江苏寺墩輧輶訛等

次级中心和大量中小型聚落袁形成清晰的聚

落等级遥 在此广大范围内袁以玉器为核心的

宗教和信仰即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遥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 野文

明冶阶段袁形成了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

体遥

庙底沟类型人群的北上确实可能 野同河

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冶袁 红山文化及其

后的小河沿文化或雪山一期文化与内蒙古

中南部地区文化也有相似因素輧輷訛袁 但由目前

的资料看袁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和河套地区虽

然有庙子沟那样的大型遗址輨輮訛袁 准格尔旗黄

河南流地区輨輯訛和大青山南麓东流黄河北岸輨輰訛

都发现有聚落群和大型石构建筑袁但并无超

过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社会发展程度

的明确考古证据遥

真正接过红山文化野文明火炬冶的应该是

良渚文化遥 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继承关

系已多有学者论及輨輱訛 遥 凌家滩社会在距今

5300 年前后良渚文化兴起之时突然衰落袁其

所在地区良渚文化时期成为几乎没有遗址

的空白地带遥 而良渚遗址群所在区域在崧泽

文化时期并无高等级聚落袁当时的文化中心

在太湖东部遥 良渚文化最具创意的玉器琮与

凌家滩玉版的密切关系袁良渚文化神人和凌

家滩玉人冠帽和面型的相似尧以玉器为主要

随葬品的葬俗等也都显示与凌家滩密不可

分的联系輨輲訛遥 因此袁这样的此起彼伏应该不是

巧合袁提示了凌家滩人群向良渚遗址群地区

的移动可能是促成其快速成为强大中心的

重要原因遥 调查表明袁从芜湖到宣城尧湖州一

线分布着众多崧泽文化晚期遗址袁凌家滩经

太湖南部到余杭的通道畅行无阻輨輳訛遥

以宗教力量凝聚广大区域的社会集团的

先例是红山文化开创的遥 考虑到凌家滩和红

山的密切关系袁可以肯定红山文化的社会实

践对良渚的早期国家构建尧尤其是对大范围

社会组织的凝聚和控制产生了示范作用遥 但

良渚社会的领袖们并没有照搬红山模式袁完

全依赖宗教权力袁建立与世俗隔绝的宗教圣

地袁 而是延续凌家滩宗教和世俗并重的传

统袁得以兼顾崧泽文化的世俗传统袁成功完

成超越前人的建立早期国家的宏大政治实

践遥

直接将红山文化的野燕山龙冶传统发扬光

大的应该是良渚文化的野琮璜璧钺冶遥

四

上述河曲地区形成的新文化因素确实如

苏秉琦所说野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又沿汾

河南下袁在晋南同来自四方渊主要是东方尧东

南方冤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袁这就是陶寺冶遥

但陶寺复杂社会形成和发展主要是良渚社

会衰落后引发的社会变革浪潮的结果袁更多

得益于与海岱和河南诸城林立的龙山文化

的交流遥

距今 4300 年前后良渚社会的崩溃如一

石激起千层浪袁 开启了其后约 500 年的中国

早期王朝形成的有力程序遥 良渚衰落造成影

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袁在野最初的中国冶范围

5- -



内良渚风格衍生的玉器广泛流行遥 除了琮輨輴訛

和璧輨輵訛的扩散外袁 鸟负神兽主题的流传和发

展更加引人注目輨輶訛遥

在山东龙山文化遗物中袁 日照两城镇采

集玉圭輨輷訛和台北故宫藏玉圭輩輮訛上均有以此为

主题的刻画图像遥 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墓葬

M202:2 透雕簪顶饰顶为野介冶字冠和其下简

化的双翼袁表现抽象的飞鸟袁主体为旋目兽

面袁良渚风格浓厚輩輯訛遥

在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有类似的透雕

玉器袁 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地点輩輰訛和钟祥六

合遗址輩輱訛均有发现遥 神兽的拟人化在后家河

文化中也备受重视遥 肖家屋脊瓮棺 W6 出土

的 W6:32 非常典型袁 头戴三角形冠袁 似为

野介冶字冠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袁野臣冶字目袁目

两侧有飞翼向后上方展开袁蒜头鼻袁双耳佩

环袁口中吐出四颗獠牙輩輲訛遥

在西北地区袁 近年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

皇城台地点袁发现大量石刻袁同样以野鸟负神

兽冶主题袁并也表现出对神兽拟人化的重视袁

在一石柱的两面雕刻了两个神兽拟人头像遥

此外袁皇城台附近还出土大量陶鹰袁是对神

鸟的表现輩輳訛遥

鸟负神兽主题的流传袁 有力证明良渚早

期国家解体后袁并非如同一个误入过分崇尚

宗教迷途的失败者黯然退出 野最初的中国冶

的文明化进程袁而是对各地区产生了深刻影

响遥 陶寺早期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

的遥

早有学者讨论过陶寺社会复杂化与大汶

口晚期尧龙山文化影响的关系輩輴訛遥 山东临淄焦

家遗址墓葬中袁可见陶寺墓葬流行的玉钺钻

孔内填入钻芯这样的玉器制作尧使用细节以

及毁墓等特殊葬俗的滥觞輩輵訛遥 西朱封輩輶訛和尹家

城等輩輷訛遗址的龙山文化大型墓葬与陶寺大型

墓葬輪輮訛更是有很多相似性遥 两地的丧葬仪式

均以宴饮为中心袁 随葬饮食器具和猪等袁这

是海岱地区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即形成的传

统遥 两地同样随葬石钺尧弓矢等武器袁这也是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传统遥 两地重要的

相同因素还包括鼍鼓和绿松石镶嵌手镯等遥

陶寺墓葬虽然在随葬成对的大口罐和灶

等习俗方面继承了西坡墓地輪輯訛为代表的庙底

沟类型传统袁但整体而言与庙底沟类型和随

后的庙底沟二期墓葬表现出的薄葬传统迥

然有别輪輰訛遥 这样的随葬丰厚的成套饮食器具

和武器以表达身份的野领导策略冶应该是对

东方传统的借鉴和发扬遥 由是观之袁社会复

杂化程度尧遗址及墓葬规模在当时无出其右

的陶寺早期国家的形成确实要用苏秉琦提

出的野文明火炬接力冶模式才能解读袁但陶寺

接过的火炬并非来自庙底沟类型传统和野大

青山下斝与瓮冶袁 而是来自前辈榜样良渚文

化和同时期诸城林立的海岱龙山文化遥

苏秉琦首倡的无先进中心引领的文化互

动袁以及野火炬接力冶式的文明因素传承演变

是解读中国文明起源壮阔历程的两个基点遥

认为各地区的文化发展野离不开仰韶文化庙

底沟类型的启发冶 的中心引领观点輪輱訛和认为

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野西风东渐冶形势下的

野断裂冶 式横空出世的观点都偏离了这两个

基点袁并不符合中国文明形成的实际輪輲訛遥 本文

的讨论不会使这两个基点发生丝毫动摇袁而

只是强调应该坚持在整个 野最初的中国冶范

围内观察这样的互动和传承遥 中国文明的

野直根系冶并不只生长于野面向内陆的西北地

区冶袁也生长在野面向海洋的冶东南部地区遥

野华山玫瑰燕山龙冶碰撞的同时袁在野最初的

中国冶 范围内还发生着更广泛的交流互动袁

野良渚琮璧海岱城冶才是催生野汾河岸旁磬和

鼓冶的更主要的动力遥

注释院

譹訛苏秉琦尧 殷玮璋院叶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

型问题曳袁叶文物曳1981 年第 5 期遥

譺訛张忠培尧俞伟超院叶<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编后记曳袁叶中国考古学院实践窑理论窑方法曳袁中州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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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要要要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

念文集曳袁云南人民出版社袁2007 年遥

譼訛安志敏院叶论环渤海的史前文化要要要兼评 野区

系冶观点曳袁叶考古曳1993 年第 7 期遥

譽訛安志敏院叶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学曳袁叶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曳袁文物出版社袁1982 年遥

譾訛夏鼐院叶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曳袁

叶考古曳1977 年第 4 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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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考古曳1959 年第 10 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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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严文明院叶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曳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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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曳2016 年第 3 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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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遥

輥輶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尧 荆门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 院 叶湖北荆门龙王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

报曳袁叶江汉考古曳2008 年第 4 期遥

輥輷訛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牛河梁要要要红山文

化遗址发掘报告渊1983要2003 年度冤曳袁文物出版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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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尧 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院叶灵宝西坡墓地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0 年遥

輦輯訛李新伟院叶野彩陶中国冶的重新思考曳袁叶三门峡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曳2013 年第 2 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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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李新伟院叶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

形成曳袁叶文物曳2015 年第 4 期

輦輲訛李新伟院叶红山文化的位置曳袁叶红山文化论文

集曳袁辽宁人民出版社袁2013 年遥

輦輳訛李新伟院叶仪式圣地的兴衰曳袁 上海古籍出版

社袁2017 年遥

輦輴訛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院叶垣曲盆地聚落考古

研究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7 年遥 本时期聚落情况见第

三章第二节叶仰韶文化中期聚落形态考察曳袁第 263~

277 页遥

輦輵訛许永杰院叶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

探曳袁叶考古学报曳2010 年第 2 期遥

輦輶訛杜金鹏 院叶试论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 曳袁 叶考

古曳1992 年第 2 期遥

輦輷訛张弛院叶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曳袁文物

出版社袁2003 年遥

輧輮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尧 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尧荆门市博物馆尧沙洋县文物管理所院叶湖

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王家塝墓地曳袁 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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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輳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瑶山曳袁 文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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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輴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杭州市良渚古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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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考古曳1981 年 3 期曰b.南京博物院院叶1982 年江苏常

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曳袁叶考古曳1984 年第 2 期曰c.

陈丽华院叶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曳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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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出版社袁2003 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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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曳袁叶内蒙古考古文集曳渊第 2 辑冤袁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袁1997 年遥

輨輰訛包头市文物管理所院叶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

器时代遗址曳袁叶考古曳1986 年第 6 期遥

輨輱訛方向明院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玉野神面冶要要要凌

家滩玉版曳袁叶东南文化曳2013 年第 2 期遥

輨輲訛a.方向明院叶凌家滩玉文化的东渐与良渚文化

早期玉器曳袁叶玉魄国魂院 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渊五冤曳袁 浙江古籍出版社袁2012

年曰b.田名利尧甘恢元院叶凌家滩文化与崧泽要要要良渚

文化玉器的初步认识曳袁叶玉魄国魂院 中国古代玉器

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渊四冤曳袁浙江古籍出

版社袁2010 年遥

輨輳訛吴卫红院叶辨识薛家岗与良渚的文化交流要要要

兼论皖江通道与太湖南道问题曳袁叶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学刊曳第八辑袁科学出版社袁2006 年遥

輨輴訛黄建秋院叶良渚文化分布区以外的史前玉琮研

究曳袁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曳渊第八辑冤袁科学

出版社袁2006 年遥

輨輵訛朱乃诚院叶素雅精致尧 陇西生辉要要要齐家文化

玉器概论曳袁叶玉泽陇西要要要齐家文化玉器曳袁北京美

术摄影出版社袁2015 年遥

輨輶訛李新伟院叶良渚文化神徽再研究曳袁叶文物曳待

刊遥

輨輷訛刘敦愿院叶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曳袁

叶考古曳1972 年第 4 期遥

輩輮訛邓淑苹 院 叶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

渊上冤曳袁叶故宫学术季刊曳1999 年 16-3 期遥

輩輯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临朐西朱封院

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曳袁 文物出版社袁

2018 年遥

輩輰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石家河遗址 2015

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曳袁叶江汉考古曳2016 年第 1 期遥

輩輱訛荆州地区博物馆尧 钟祥县博物馆院叶钟祥六合

遗址曳袁叶江汉考古曳1987 年第 2 期遥

輩輲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尧北京大学考古系尧湖

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院叶天门石家河考古

报告之一院肖家屋脊曳袁文物出版社袁1999 年遥

輩輳訛孙周勇尧 邵晶等院叶石峁遗址 2018 年考古纪

事曳袁叶中国文物报曳2019 年 8 月 23 日遥

輩輴訛栾丰实院叶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曳袁

叶文物曳2013 年第 3 期遥

輩輵訛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尧 济南市章丘

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院叶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

时代遗址曳袁叶考古曳2018 年 7 期遥

輩輶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临朐西朱封院

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曳袁 文物出版社袁

2018 年遥

輩輷訛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院叶泗水尹家城曳袁

文物出版社袁1990 年遥

輪輮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院 叶襄汾陶寺 院

1978要1985 年发掘报告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5 年遥

輪輯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尧 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院叶灵宝西坡墓地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0 年遥

輪輰訛张弛院叶社会权力的起源院 中国史前葬仪中的

社会与观念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5 年遥

輪輱訛韩建业院叶庙底沟时代与 野早期中国冶曳袁叶考

古曳2012 年第 3 期遥

輪輲訛许宏院叶野连续冶中的野断裂冶要要要关于中国文明

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曳袁叶文物曳2001 年第 2

期遥

渊责任编辑院周广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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