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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

宋江宁

一尧缘起院事件尧趋势与问题

1. 三个事件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趋势

第一个小事件遥 1996年袁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

四十周年袁 笔者正是文博学院考古专业的大三学生遥

严文明先生在讲座伊始便向学生们发问院考古学是什

么钥 当年无力回答袁24 年以来袁这个问题也始终如同

一座大山压在心头袁直至本文的出现才略得纾缓遥

第二个大事件遥 2018年以来袁随着叶鼏宅禹迹曳的

出版袁中国考古界和知识界尤其史学界关于二里头文

化尧二里头遗址尧夏文化尧夏政权尧夏代信史等各种问

题掀起热议遥 既有新观点发表出来袁更有大量此前的

论著被重新提及曰既有理论尧方法尧范式的思考袁也有

学科局限尧边界的探索袁更有激烈的交锋譹訛遥 综观各家

论述袁最终还是会引出同一个问题院考古学是什么钥

第三个大事件遥 2019 年 10月 25日袁中国考古学

会的第 18 个专业委员会要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要成

立譺訛遥 之前的 17个专业委员会分别为旧石器考古尧新

石器考古尧夏商考古尧两周考古尧秦汉考古尧三国至隋

唐考古尧宋辽金元明清考古尧文化遗产保护尧公共考古

渊指导委员会冤尧动物考古尧植物考古尧人类骨骼考古尧

新兴技术考古尧丝绸之路考古尧环境考古尧古代城市考

古和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遥 18 个专委会的密集成立

说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袁但也

充分显示了中国考古学处于学科转型期这个最大的

现象遥 前 7个专委会是传统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畴袁

以时代为标准来划分曰 后 11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标准

则明显不一致遥 对这种新旧共存尧标准不一的现象可

以有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的理解遥 第一种是负面的袁即

转型期的中国考古学学科结构是不清晰的袁我们对考

古学的认知是不清楚的袁需要继续思考和梳理遥 第二

种是正面的袁 即这种不一致正是学科特点的体现袁而

这个特点需要我们提炼出来遥 但无论哪种理解袁我们

都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院考古学是什么钥

2. 问题

中国考古学的扩大与深化这个现象是可喜的袁从

学科化的角度来看袁这就是不断引入和接纳其他学科

的过程袁就是具有新学科背景的考古学家和考古学研

究不断增多袁考古学研究对象尧目标尧角度尧理论尧方

法尧技术尧工作方式不断增多的过程袁也就是考古学学

科性质与定位不断变化的过程遥 总而言之袁我们必须

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院考古学是什么钥 因为这才是

实现学科转型的认识前提袁无法回避遥

考古学界以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众多袁但多是

从历史的角度袁即考古学发展史和学科内部的角度重

点讨论考古学怎么实践的问题譻訛袁这样就会出现野不识

庐山真面目袁只缘身在此山中冶的问题袁无法以更高的

视角来看待考古学袁即将考古学置入一个更大的整体

之内遥 笔者试基于哲学认识论袁从人类知识体系这个

更高更大的概念入手袁从知识体系的分类与学科间的

区别要要要角度要要要试做一探袁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探

索有所裨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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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学科之间的区分标准院独一无二的角度

最新的叶学科分类与代码曳中对学科的表述是院人

类的活动产生经验袁 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认识袁认

识通过思考尧归纳尧理解尧抽象而上升为知识袁知识在

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

成知识体系袁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体系根据某

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而成学科譼訛遥这段话表明袁学科正

是人类目前进行知识探索最系统尧最符合逻辑尧最全

面的方式袁也是最高效袁最能自我批判袁决不将已有知

识作为信条和信仰进行坚守和神化的方式遥 因此袁任

何严肃的科研活动都应以接受并完成严格的学科训

练为基础袁而严格的学科训练就包括完成当代大学中

本科尧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三个不同层次遥 那

么袁一个研究者至少应该完成本科教育才算是初步获

得了这个能力和资格遥

但是袁这个定义中对学科的划分标准并未进行精

确地表达遥其实袁学科区分最根本的标准是角度遥对此

已有学者进行了精彩的论述譽訛遥

李醒民在综合前人的研究后袁将知识体系划分为

自然科学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部类遥 自然科学

是对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的系统研究遥 主要包括数(数

学)尧理(物理学)尧化(化学 )尧天(天文学)尧地 (地学)尧生

(生物学) 六大学科袁 还有其他个别学科比如气象学遥

社会科学则是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袁其目标在于认识

各种社会现象并尽可能找出它们的之间的关联遥涵盖

经济学尧政治学尧行政学尧军事学尧法学尧犯罪学尧伦理

学尧社会学尧教育学尧管理学尧公共关系学尧新闻传播

学尧人类学尧民族学尧民俗学等等袁也有人把心理学尧历

史学包括在内遥人文学科是关于人和人的特殊性的学

科群袁 主要研究人本身或与个体精神直接相关的信

仰尧情感尧心态尧理想尧道德尧审美尧意义尧价值等的各门

科学的总称遥主要包括现代与古典语言学尧文学尧历史

学尧哲学尧宗教学尧神学尧考古学尧艺术等具有人文主义

内容和人文主义方法的学科遥

通过他的研究可见袁知识体系存在两个层次遥 第

一个层次是部类袁区分的标准是对象遥 第二个层次是

学科袁区分的标准是角度遥

三尧考古学的学科性质院

隐藏在学科体系中的部类/综合学科

按照上节论述来分析袁考古学就兼具部类和学科

两个层次袁可以用对象和角度的不同来而分析遥

首先是部类层次遥考古学界一般将发掘对象分为

人工遗存和自然遗存遥人工遗存又细分为遗物尧遗迹尧

遗址渊或地点冤三个层级性概念遥还进一步形成概括若

干遗址的概念袁主要是欧美学者强调的考古学野区域冶

和我国学者采用的 野考古学文化冶遥 自然遗存包括人

类尧动物遗骸尧植物遗骸和岩石等袁也包括火山尧洪水尧

地震尧海侵遗存等譾訛遥可见考古学的对象恰好包括了自

然尧社会与人和人的特殊性这三大类遥因此袁理论上来

讲袁它的知识体系就可能对应整个知识体系遥所以袁考

古学表面上是一个学科袁但实质上是隐藏在学科体系

中的三大部类袁也即对应整个知识体系遥 出于对现有

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尊重袁我们暂且将考古学作为

一门囊括了自然科学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综合学

科来看待遥 但考古学的知识体系应如图一所示遥

进而袁这个图示还从逻辑上清晰地指明了考古学

的研究方向是无限的袁可以对接当今所有的学科以及

未来将会出现的所有学科袁因此袁试图对考古学进行

定义是极其困难的袁但其内核应该是院一个以田野考

古为基础的开放的知识体系和学科系统遥

四尧各分支学科的性质院

田野考古学垣具体学科=交叉学科

考古学家的性质院精通田野考古学的交叉学者

其次袁既然考古学的本质是隐藏在学科体系中的

部类或综合学科袁那么从图一中我们又可推理出这样

的一个认识来袁即考古学和对象这两个概念只有统摄

性而无具体的操作性袁因为没有一个学科是研究完整

的对象的袁都只是从特定的角度切入研究的遥 比如一

件陶器袁我们可以选择从历史学研究它的时代尧用途尧

甚至使用者噎噎袁 从物理角度研究它的制作工艺尧物

理性能噎噎袁 从化学角度研究它的成分结构噎噎袁从

美学角度研究它的审美趣味噎噎袁从经济学角度研究

它的生产尧分配尧流通噎噎袁等等遥所以袁考古学的研究

实践是落实在分支学科上的袁其知识结构应该是田野

图一 考古学知识体系图示



考古学垣具体学科袁学科性质是交叉学科遥 下面我们

进行分析和论述遥

首先袁田野考古学譿訛是所有分支学科的共同点袁也

是考古学最独特的学科价值和根基命脉袁没有田野考

古学就没有考古学这个学科的存在袁这个认识从前述

分析就可自然地推理出来遥如果只具备另一个学科的

训练而不精通田野考古学袁就会遗漏尧错失甚至误用

田野考古这个环节的大量一手信息和资料袁从学科层

面来讲袁 就没有发挥田野考古学这个部分的学科价

值袁也就不再是某个具体的分支考古学了袁只能是别

的学科利用了考古学的资料而已遥 比如袁历史地理学

界尧建筑学尧古文字学等学科日益重视考古学资料的

价值袁但他们并不直接从田野考古这个环节直接获取

自己所需的材料和信息袁所以就不能归入考古学遥

其次袁必须具备其他学科的专业训练袁这是考古

学学科价值得以体现的方式袁没有这种训练考古学就

没有研究的能力和前进的动力遥如果只精通田野考古

学而不具备另一个学科的训练袁顶多只是水平低下的

原材料提供者袁因为只有具备田野考古学垣具体学科

的双重训练袁才能在调查和发掘地下与其专业知识相

关的遗存时进行尽可能科学的田野操作袁获取最大限

度的相关信息袁 并同时进一步开展理论与实践的互

动遥例如袁发掘铸铜作坊时袁如果没有研究铸铜业的专

家介入袁单纯的田野考古学家就很难识别相关铸铜遗

迹和遗物袁 更无力在田野现场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遥 在发掘建筑遗存时袁单纯田野考古学家观察的重

点尧测量与制图袁在建筑学家眼中可能也是严重不足

的遥 相反的袁2014 年袁在周原遗址云塘西周时期制骨

作坊的发掘中袁具备一定的动物骨骼知识训练的赵昊

博士主持并完成了田野考古工作袁他在发掘现场就发

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袁如果发掘者不具备动物骨骼

的专业训练就肯定会丢失这些信息遥又如已故的著名

考古学家 Ofer Bar Yosef 本科时就同时学习了地质学

和考古学两个专业讀訛遥 我国著名的动物考古学家袁靖

和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先生也都同样具备考古专业

本科训练和动植物的学科训练袁他们的学生中同类者

更是大有其人遥

依照上述逻辑袁个体考古学家应至少具备田野考

古学和一个具体学科本科教育的知识结构袁其性质就

应该是交叉学者遥

第三四部分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分析袁是一种理想

状态袁目前还不现实遥因此袁下面几部分我们从实践的

层面继续分析遥

五尧对当代考古学课程体系的分析

当代考古学课程体系大致能反映考古学的知识

体系袁因此我们以其为对象来分析世界考古学发展的

现状遥

黄洋对美国尧英国尧俄罗斯和我国考古文博类学

科与专业的设置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讨论讁訛遥 笔者赞

同并引用他的成果中的相关认识輥輮訛遥 他总结美国的考

古学理论与人类学密不可分袁研究目标和学科体系也

都是人类学取向的遥考古学和历史学分属于不同的学

科群而和人类学同在一个学科群下袁顺序紧挨遥 但美

国同样很重视东方研究袁近东考古和东亚考古在世界

考古研究中地位显著遥因此袁美国的学科目录在古老尧

古典尧东方研究学科下设立了古典尧地中海尧 东方研

究与考古学专业袁并将其视为交叉学科遥 英国考古学

属于历史和哲学研究遥俄罗斯考古学主要也属于历史

学遥完成上述比较后袁他指出 2011 年我国学科目录的

调整袁考古学只是学科地位的提升袁而非学科性质的

变化袁仍是属于历史学门类之下遥 这个认识与笔者相

同遥 他对学科设置的意见是维持现状袁 不一定非要

象欧美那样严格区分遥

由于国内大部分学者并不了解国内外的课程体

系或更详细的教学进程袁因此本文收集了中国尧美国尧

法国尧意大利尧澳大利亚尧俄罗斯尧日本尧韩国等 8 个国

家 14 所大学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或课程表以供参考

輥輯訛遥 按照每个学校自身的院系尧课程设置尧学科分类等

指标袁将世界考古学的课程体系制成表一如下遥

继续深入上面的讨论袁哈佛大学渊文理学院人类

学系冤尧匹兹堡大学渊文理学院人类学系冤尧亚利桑那大

学渊文理学院人类学系冤都体现了美国的人类学和其

他特色曰英国剑桥大学渊考古系冤尧法国巴黎第一大学

渊考古与艺术史学院冤尧博洛尼亚大学渊文学与哲学院

文化遗产系冤尧悉尼大学渊哲学与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冤

的考古学似乎与英国相近袁 归属于历史和哲学之下曰

东京大学渊文学部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基礎文化

研究専攻考古学研究室冤尧京都大学渊文学部大学院文

学研究科历史文化学専攻考古学研究室冤尧 首尔大学

渊人文学院考古美术学系冤 与北京大学 渊考古文博学

院冤尧西北大学渊文化遗产学院冤尧南京大学渊历史学院

考古学系冤相近袁主要归属历史学之下遥 可见袁目前的

课程体系至少存在人类学尧历史和哲学尧历史学等三

个类型遥

这三个类型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袁兹不详述遥 仔

细分析各个课程设置和课表袁就能发现两个可喜的现



象遥 一是本科阶段通识教育的普遍增加袁这就表明考

古界逐渐意识到了学科具有综合性这一面遥二是研究

角度的逐渐明确和增多袁这表明学界意识到了具体研

究中角度的必要性遥 但是袁我们同样也可发现几个无

法回避的问题遥一是各个类型的课程体系对考古学综

合性的认识还是有差别的袁前两个类型较之第三个类

型还是更广泛深入一些遥二是三个类型似都未明确体

现考古学的综合性和角度的必要性袁都处于探索的过

程中遥

六尧传统中国考古学研究无角度的困境

限于学力和经历袁以及深入讨论的需要袁笔者将

这个问题的讨论限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内院关中地

区商代遗存的研究輥輰訛遥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九十余年来袁其研究思路

一直集中在先周文化和商文化这两个课题上袁以考古

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和工具袁以考古学文化与族属或政

权的对应为取向袁试图将西部的郑家坡文化尧碾子坡

文化尧刘家文化等与先周文化尧周政权或其他族属相

对应袁将东部的商代遗存与商文化尧商政权对应遥笔者

当年自发的反思是院 商代关中地区作为一个社会而

言袁不能仅限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曰考古学文化的使

用值得斟酌曰 即使可以划定具体的考古学文化或遗

存袁但毕竟物质的组合与族属的认定之间存在巨大的

差别曰 必须谨慎建立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之间的关

联曰不能忽视地区间的互相影响遥 所以笔者选择了社

会史的角度袁以商代关中区域社会为对象袁最终为了

回答一个重大历史问题院 在商人西部的敌对势力中袁

晋南尧晋中和陕北的文化尧经济和社会水平尧武器装备

都不低于周人袁但为什么是周灭了商钥 笔者选择了两

个层次遥第一个层次是指将其放在更大一级的区域社

会要要要关中地区及其四邻要要要中来看待袁从四邻地区

持续迁入的考古学遗存不但持续造就着关中区域社

会这个实体袁而且随着四邻社会的变化袁关中区域社

会走向了逐渐强大和独立发展的道路袁最终形成了政

治意义上的周政权遥第二个层次是就关中区域社会内

部而言遥这个实体内部一直在持续进行地着交流与互

动袁尤其是在商后期遥 笔者之前的研究多着重于遗存

之间的区别袁由于视角的转变就发现了各类遗存间相

似性的逐渐增加这个一直被忽视的事实遥于是就从考

古遗存中就发现了文化尧经济和狭义的社会这三个方

面体现出来的关中区域社会各类遗存的出现与形成尧

发展与变化尧融合与并存袁也为理解周建国后采取宗

法制尧分封制尧在各地采取野疆以戎索冶的原因提供了

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遥 无论这个角度正确与否袁至少拓

宽了关中地区商代遗存的研究遥

但是袁随着近年来学术的发展袁我们发现袁以往的

研究中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严格地讨论遥首

先是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问题袁其次是历史文献的问

题袁即文献的形成过程和原因遥

希安窑琼斯受人类学和社会学族属理论的启发袁

系统地反省了考古学是如何解释族群认同这一重大

学术和现实问题遥他指出袁野族属是人们习性的异同与

代表某历史状况的各种条件之间相互交织的产物遥 冶

輥輱訛遥可见袁族群与物质材料之间尚有多种不断变化的因

素和条件袁因而二者的关系是变动不居的遥 笔者曾搁

置考古学文化这个工具袁将关中地区商代遗存分为六

期十六类袁就是为了展示关中社会内部各类遗存间的

交流与融合袁这也是一种变动的视角袁但尚未自觉意

识到族群认同这个角度遥近年来王明珂基于社会人类

学袁采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记忆的视角袁对华夏

这个族群现象进行了考察遥他观察的是在特定的资源

竞争和分配环境背景中袁 华夏边缘是如何形成与变

迁袁以及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来凝聚尧扩张袁华夏边缘

人群如何借助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尧 非华夏袁

或成为二者的模糊边缘輥輲訛遥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形成尧变

迁尧凝聚尧扩张尧记忆尧失忆等因素的变化遥 所以袁最起

码要基于明确的角度来严肃面对研究考古学文化与

族属的关系袁而不是只做简单的对应袁即使在未来的

研究中解决了族属与考古学文化对应的问题袁但目前

进行思考总是必须的遥 当然袁他在书中也对周人与考

古学文化的对应问题进行了讨论輥輳訛遥

历史文献的问题已经有叙事学进行了专门的研

究輥輴訛袁近期也有学者对野夏朝冶的存在进行了讨论遥作者

分析了历史研究中野史料冶的局限性袁认为目前对于史

料野真伪冶的判断袁往往只能从史料的内容( 包括文字

和文法等) 和载体来进行分析袁但这两方面实际上都

无法证明史料的真伪遥笔者并不擅于叙事学和史料的

甄别袁但作为研究者必须有明确的角度这一点是要坚

持的袁因为角度就意味着学科化的研究方式袁这样才

能真正促进研究的深入和理性而健康的学术交流遥如

此袁则关于周人先祖的文献记载自然也应该接受一番

检视了遥

七尧理论与实践院

中国考古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或调整

上面五尧六部分简单分析了当代考古学的课程体

系和中国传统考古学家的无角度之痛袁笔者认为我们



有必要严肃面对中国考古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或调整

这个问题袁并以此来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遥

陈胜前曾系统地分析和思考了中国考古学的课

程设置问题渊见表一冤袁并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和措施輥輵訛遥

他采纳了美国的大学教育理念袁认同本科教育主要是

打基础袁发展科学人文修养袁拓展知识结构袁进行通识

教育袁而把考古学专业教育袁尤其是带有实践性质的

教育主要放在了研究生阶段袁并对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进行了学科群设置遥最后还提出了六条现实的对策与

措施袁包括院渊1冤拓宽本科生课程曰渊2冤充实系统化研究

生课程曰渊3冤取消博士课程曰渊4冤鼓励发展横向的跨院

系课程曰渊5冤 在本科高年级与研究生阶段教学中增加

讨论的内容曰渊6冤 在当前从旧石器到宋元考古分段课

程基础上袁增加考古学理论尧考古科学方法以及文物

保护与管理方面的课程袁 以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趋势遥

他对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强调尤其具有重要的学科价

值和现实意义遥 总而言之袁他的课程设置思路是在保

持考古学科独立性的同时袁开展不同院系合作来拓展

学生的知识结构遥

风景园林学作为一门高度整合的学科袁近年来也

面临着重新构建学科体系的问题輥輶訛遥 侯敏枫提出了由

不同学院共同建设该专业的设想袁这与陈胜前的思路

是相反的遥她的思路也是出于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科现

状遥如康奈尔大学的风景园林学系是跨不同学院的学

科袁同时隶属于建筑尧艺术与规划学院和农业与生命

科学学院遥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下设景观建筑设

计专业袁生命科学学院下设园林专业曰福建农林大学

林学院和园艺学院都开设了园林专业曰四川大学的建

筑与环境学院与生命科学学院尧重庆大学的人文艺术

学院和建筑城规学院等联合培养风景园林硕士等遥所

以她的设想也是出自学科实践的遥 她从资源整合尧学

科分工与合作问题尧多学科教学体系的优化问题等角

度讨论了共建统一的学术研究平台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袁并且提出了多学科教学体系构建的方法院以课题

研究小组的形式完成各项研究任务曰 借鉴与整合袁夯

实理论研究基础曰 搭建多学科教学实践研究平台曰打

造野项目合作冶模式曰打造野基地式合作冶教育模式遥

笔者在此无意提出自己关于中国考古学知识体

系的具体方案袁 但基于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是无限的袁

可以对接当今所有的学科以及未来将会出现的所有

学科这个逻辑认识袁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践袁可考虑

以陈胜前的方案为基础袁 坚持考古学科的独立性袁吸

收侯敏枫方案中的可行因素袁重建或调整中国考古学

的知识和实践体系遥 笔者近年来基于约 20年的田野

考古和学术研究袁曾在几次演讲中提出过田野考古学

的三个转变院工地转变为实验室袁考古队转变为课题

组袁地层学转变为埋藏学遥 这三个转变看来与上述认

识是可以相呼应的遥

八尧总 结

在本文中袁笔者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人类知识

体系的分类和学科的区别袁首先从逻辑上将考古学的

内核理解为一个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开放的知识体

系和学科系统袁其性质为综合学科袁各分支学科为交

叉学科遥随后基于对当代考古学教育体系和中国传统

考古学研究无角度的困境的分析袁结合风景园林专业

重构学科体系的思路与设想袁对中国考古学知识体系

的重建或调整提出了粗略的建议遥 对作者而言袁这个

题目极其巨大袁限于学力和经历袁只能提出一点粗浅

的想法和不成熟的认识袁在分析和行文中必定难免错

误尧欠妥和失礼之处袁尚祈学界诸前辈和同仁理解并

谅解浴

致谢院经过 20 多年漫长的痛苦思索尧学习交流和

田野实践袁从 2018年开始袁笔者终于有所感悟遥 2019

年底完成初稿袁呈李峰尧许宏尧周广明尧唐际根尧张懋

镕尧陈洪海尧钱耀鹏尧肖爱玲诸师后多蒙指教遥 2020年

五六月修改期间又蒙张天恩尧唐际根尧冉万里尧张良

仁尧岳邦瑞尧徐良高尧严志斌尧韩建华尧王涛尧张小虎尧郭

晓涛尧林怡娴尧万翔尧沈德玮尧吴传仁尧张翀等师友不吝

赐教袁行文中雷兴山尧曹大志尧孟琦尧豆海锋尧徐卫红尧

王鹏尧王飞凤尧李彦峰尧吴传仁尧涂栋栋尧喻方舟等师友

也慷慨相助袁宋杰尧王嘉毅尧陆佳辰尧张淙洲同学也都

付出了各自的辛劳遥 在此袁对各位的帮助深表谢意浴

注释院

譹訛a. 孙庆伟院叶鼏宅禹迹 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曳袁生

活窑读书窑新知三联书店袁2018 年曰b.李伯谦院叶在考古中寻找

大禹曳袁叶光明日报曳2018 年 8 月 05日第 6 版曰c.常怀颖院叶打

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要要要以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对接

为中心曳袁叶光明日报曳2018年 3月 4日第 14 版曰d. 郭伟民院

叶目标与定位院 关于考古学边界问题曳袁叶中国文物报曳 2019

年 7月 5日第 6版曰e. 孙庆伟院叶传说时代与最早中国曳袁叶遗

产曳渊第一辑冤袁第 191耀194页袁南方大学出版社袁2019年曰f.许

宏院叶考古学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论理曳袁叶遗产曳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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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8耀222 页袁南方大学出版社袁2019 年曰h.陈淳院叶从考古

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曳袁叶历史研究曳圆园员愿 年第 远 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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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院叶二里头尧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曳袁叶复旦学报渊社会科

学版冤曳圆园园源 年第 源 期曰m. 陈淳院叶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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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曳袁叶读书曳2019年底 2期遥以上诸文观点的交锋及其激烈袁

因主旨所在袁故本文不作罗列遥

譺訛张娓院叶推动考古学和建筑学融合创新发展曳袁叶中国

社会科学报曳2019年 11月 4日第 1807期遥

譻訛笔者以为比较重要的有院夏鼐尧王仲殊院叶考古学曳袁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袁2014年曰俞伟超院叶考古学是什么曳袁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1996 年曰张忠培院叶中国考古学院走近历

史真实之道曳袁 科学出版社袁1999年曰 李伯谦院叶感悟考古曳袁

上海古籍出版社袁2015年曰张弛院叶关于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

增设野考古学冶为一级学科的建议曳袁叶南方文物曳2009 年第 2

期曰陈胜前院叶有关中国考古学的性质与任务的思考曳袁叶南方

民族考古曳渊第十五辑冤袁科学出版社袁2017年曰国外考古学著

作的中译本有院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编院叶当代国外考古

学理论与方法曳袁三秦出版社袁1991年曰科林窑伦福儒尧保罗窑

巴恩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译院叶考古学院理论尧方法与

实践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04年曰马修窑约翰逊 著 魏峻 译院叶考

古学理论导论曳袁岳麓书社袁2005 年曰肯窑达柯 著 刘文锁尧

卓文静 译院叶理论考古学曳袁岳麓书社袁2005 年曰伊恩窑霍德尧

司各特窑哈特森 著 徐坚 译院叶阅读过去曳袁 岳麓书社袁2005

年曰 戈登窑柴尔德 著 安志敏 安家瑗 译院叶考古学导论曳袁上

海三联出版社袁2008年曰布鲁斯窑崔格尔著袁徐坚译院叶考古学

思想史曳袁岳麓书社袁2008年曰罗伯特窑沙雷尔 尧温迪窑阿什

莫尔 著 余西云等 译院叶考古学院 发现我们的过去曳渊第三

版冤袁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袁2009 年曰张光直院叶考

古学院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曳袁生活窑读书窑

新知三联书店袁2013年遥此类论述数量巨大袁无法一一列举遥

譼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院GB/T 13745-2009 叶学科分

类与代码曳袁第芋页袁2009-05-06发布袁2009-11-01实施遥

譽訛李醒民院叶知识的三大部类院自然科学尧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科曳袁叶学术界曳 总第 171 期袁2012 年第 8 期遥 第 5耀33

页遥

譾訛钱耀鹏主编院叶考古学概论曳袁第 10耀11 页袁高等教育

出版社袁2011年遥

譿訛叶考古学概论曳在第 41耀42 页中将田野考古学归入考

古学的技术方法行分支体系内袁 与其并列的还有航空考古

学尧水下考古学尧聚落考古学尧民族考古学尧实验考古学等袁

除过民族考古学以外袁 其他似乎都可算作一种具体的方法

或技术袁而不宜作为具有特定角度的学科来看待遥 所以袁我

们只是在遵循传统的意义上使用田野考古学这个概念袁实

质上将其作为一套不断进步的技术和方法遥

讀訛涂栋栋博士告知遥

讁訛黄洋院叶国外考古文博类学科与专业的设置及启示曳袁

叶东方考古 曳渊第 15集冤袁科学出版社袁2019年遥

輥輮訛本文讨论的是狭义的考古学专业袁 未关注博物馆和

遗产保护专业遥

輥輯訛承蒙雷兴山尧曹大志尧李彦峰尧喻方舟尧孟琦尧豆海锋尧

刘卫红尧吴传仁尧沈德玮尧宋杰尧王鹏尧王飞峰诸位师友提供

课程设置或课程表袁在此深表谢意遥

輥輰訛宋江宁院叶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要要要商代关中的考

古学研究曳袁花木兰出版社袁2018年遥

輥輱訛希安窑琼斯 著 陈淳尧沈辛成 译院叶族属的考古院构建

古今的身份曳袁第 160页袁上海古籍出版社袁2017年遥

輥輲訛王明珂院叶华夏边缘院 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曳袁 第 247

页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2006年遥

輥輳訛王明珂院叶华夏边缘院 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曳袁 第 247

页尧第 130耀132页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2006年遥

輥輴訛成一农尧陈旭:叶野夏朝冶存在吗? 要要要要要基于历史学学

科目的和方法的分析曳袁叶重庆大学学报曳渊社会科学版冤2020

年第 26卷第 3期遥

輥輵訛陈胜前院叶学贵根底 道尚贯通要要要考古学课程设置问

题与对策曳袁叶南方文物曳2011年第 2期遥

輥輶訛a.杨锐院叶风景园林学科建设中的 9 个关键问题曳袁叶中

国园林曳2017 年第 1期曰b.侯敏枫院叶风景园林学多学科教学

体系的构建研究曳袁叶艺术科技曳2017年第 11期遥

渊责任编辑院周广明冤



UE2

渊附加教学单元冤

"现代史尧当代史尧地理文化尧哲学尧道德哲学尧社会

学尧文物保护入门尧文物保护技术尧艺术工业科

技尧古代语言尧体育尧人类学"

UE3

渊方法学冤

"法语表达尧外语尧考古与艺术史起源尧分析工具尧

考古方法尧田野考古理论尧社会人类学尧符号学尧

古社会环境学"

"本科第三年

渊考古方向冤"

UE1

渊基础教学单元冤

"同本科前两年袁每学期选三门同一时期渊主要分

为史前尧原史尧高卢罗马尧希腊尧中世纪冤课程袁另

修一门其他时期课程"

UE2

渊附加教学单元冤

"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尧体质人类学尧考古地理

学尧文物档案与检索尧科技考古尧田野考古方法"

UE3

渊方法学冤
实习与实习报告

硕士

第一年

UE1

渊理论基础冤

"考古学信息技术应用尧植物考古学尧动物考古学尧

墓葬学尧陶瓷尧比较考古学尧考古技术史尧考古绘

图尧古建筑学尧"

UE2

渊专业课程冤

"环境考古学渊包括史前环境分析尧考古环境物质

分析等冤尧史前考古学渊史前社会尧史前文化尧史前

技术冤尧原史考古学渊法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尧欧洲

青铜时代研究尧爱琴文明考古冤尧美洲考古学渊前

哥伦布时期考古尧玛雅艺术考古冤尧近东考古尧希

腊考古尧罗马考古尧拜占庭考古尧伊斯兰考古尧中

世纪考古"

UE3渊语言冤 一门语言课程

UE4渊实践冤 实习与实习报告

"第二年渊分为

四个方向冤"

"保护与规划性考古方向尧史前与原史考古方向尧

历史时期考古方向尧环境考古方向要要要以本专业

课程以及实践为主袁上课很少袁主要准备自己的

论文遥 "

博士 博士阶段课程很少袁主要以论文和研究为主遥

巴黎第一大学

渊考古与艺术史学院冤

本科

"本科第一尧二

年

渊考古与艺术史

通习冤"

UE1

渊基础教学单元冤

"史前考古尧原史考古尧希腊考古尧意大利罗马考

古尧近东考古尧中世纪考古尧美洲考古尧拜占庭考

古尧中世纪艺术尧文艺复兴艺术尧现代艺术尧当代

艺术尧拜占庭艺术尧泛爱琴海考古与艺术史尧非洲

考古与艺术史尧 东北太平洋地区考古与艺术史尧

高卢罗马考古与艺术史尧 伊斯兰考古与艺术史尧

电影史尧摄影史尧现代建筑尧电影分析"

表一 8国 14校考古专业课程设置及课程表

法国 France



亚利桑那大学

渊文理学院人类学系冤
研究生课程

狩猎采集者考古课程院旧大陆史前史上部尧古印第安人起源

早期农业 - 新石器考古课程院汉以前中国考古尧北美考古尧旧大陆史前史

下部尧安那萨兹考古尧西南考古尧东亚史前史

复杂社会考古课程院中美洲考古尧史前美索不达米亚尧安第斯考古尧早期

文明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课程院陶器民族考古尧田野考古工作原理尧性别考古尧

考古学理论史民族植物学尧动物考古实验室方法尧量化动物考古与埋藏

学尧人体骨骼学尧树木年轮年代学实验室尧陶器分析实践尧西南地区考古尧

民族考古尧树木年轮断代导论尧陶器分析尧石器分析讨论课尧动物考古实

验室方法

其他院系的相关课程

微结构分析的实验室方法扫描电镜

美 国 America

哈佛大学

渊文理学院人类学系冤

本科生课程

在二年级秋季学习结束时选择意向专业方向 concentration冤遥 所修课程

包括全校通识课尧语言课等课程以及专业方向要求的课程遥

1. 基础课渊8 门冤院

A.Anthro 1010渊叶考古学概论曳冤

B.4 门考古学相关课程渊本科与研究生层次均可冤

C.1 门考古学研讨课程渊需为研究生层次冤

- 课程类型院

B 和 C 中的 5 门考古学课程需满足以下类别要求院1. 区域考古类之旧

世界考古曰2.区域考古类之新世界考古曰3. 理论 / 方法 / 专题类课程曰4.

科技考古类

D.1 门考古学或人类进化相关课程

E.1 门社会人类学课程或一门人类进化生物学课程

2. 指导课渊2 门冤院

A. 本科二年级院Anthro 97x渊叶二年级本科生指导曳冤

B. 本科三年级院Anthro 98a渊叶三年级本科生指导曳冤

考古专业课渊本科冤院欧洲考古尧食物起源尧科技考古概论尧北美东部考

古尧古代社会的暴力尧中亚考古与地缘政治尧人类食谱院从尼安德特人到

未来尧古代中国考古尧吉萨金字塔院技术袁考古与历史尧博物馆藏品的考

古学研究方法尧古代埃及文明尧印加人及其帝国尧埃及象形文字概论

研究生课程

考古专业课渊研究生冤院 GIS 与考古学空间分析尧石器技术与分析尧美索

不达米亚考古尧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尧印加绳结记录释读尧考古与遗产尧考

古学研讨院复杂社会尧考古职业培训尧埃及文献与铭文学

其他信息院

A. 通过 / 未通过院上述课程要求中最多 2 门课程可以以野通过 / 未通

过冶的形式考核遥 所有指导课不能选择此形式遥

B. 语言院院系无明确语言要求遥但强烈建议今后想入读研究生院的考古

学方向学生在本科期间学习其他语言遥

C. 统计学院鼓励考古学方向学生 在本科期间选修统计学或计算机渊包

括 GIS冤方面的课程遥 此类技能通过正式课程学习效果最佳遥

D. 境外学习或研究院鼓励考古学方向学生在假期赴境外学习 / 科研遥每

学期最多 2门境外课程可计入课程要求遥



匹兹堡大学

渊文理学院人类学系冤

本科

通论类课程 考古学导论尧文化人类学导论尧体质人类学导论

技术方法类

数据分析 1渊讲授考古统计学的基础知识袁进阶版的数据分析 2 只为研

究生开放袁但本科生可提出特殊选课申请冤尧实验室考古渊为学生提供

石制品分析尧陶器分析尧和一些简单检测仪器使用的专业训练冤曰科技

考古导论曰地球物理学在考古中的应用

专题研究

石器与人类行为尧陶器与人尧植物考古学尧动物考古学尧民族考古学尧战

争考古尧古气候与古文化尧古文明比较研究尧史前的权力袁史前村落生

活尧城市的起源尧Archaeologists look at death( 可以大致视为墓葬考古学

)尧 Caveman (野洞穴人冶袁主要探讨早期人类的觅食适应 )袁古代的厨房院

史前饮食尧烹饪和家庭生活

地区类
南美洲考古尧中美洲考古尧中国考古尧俄罗斯 - 中亚 - 蒙古考古尧欧洲

文明的史前根基尧新大陆的古代国家

注院美国大学由于前两年不分专业袁考古专业授课面对全校所以对前

两年的课程更具有趣味性遥 除此之外本校硬性要求的必修课数量有

限袁多涉及到最基本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袁例如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鄄

gy( 类似国内的考古学导论 )袁而对一些技术性强的课程渊例如数据分

析 1冤和一些涉及专门地区考古学知识的课程渊如中美洲考古冤袁都是选

修课遥

中国 China

南京大学

渊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冤

本

科

大一按通识课选修 文史哲类

大二上学期

核心课程院旧石器时代考古尧新石器时代考古尧中国通史渊一冤尧世界

通史渊一冤尧中国历史文选渊上冤尧中国史学史尧中国古代建筑史

选修院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及保护研究进展

大二下学期
核心课程院中国通史渊二冤尧中国历史文选渊下冤尧田野考古方法与绘

图尧夏商周考古尧战国秦汉考古尧中国陶瓷史

选修院世界考古

大三上学期 核心课程院田野考古实习

大三下学期

核心课程院古文字学尧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尧学年论文

指定选修课院博物馆学尧中国古代钱币尧考古专业英语尧科技考古与

文物保护学概论尧史前考古方法尧体质人类学尧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

大四上学期
核心课程院隋唐考古尧宋元考古

指定选修课院环境考古概论尧古玉鉴赏与研究尧中国佛教考古概论课

大四下学期 毕业论文

硕

士

研一上学期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尧中日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尧古建筑鉴定分析学尧城

市考古与城市文化尧经济考古学尧研究生论文写作渊上冤

研一下学期

中国考古学史尧中国考古学史尧战国秦汉考古专题尧夏商周边疆地区

青铜文化尧夏商文化研究尧汉唐文物资料研究尧商周史料学尧中国古

代建筑营造学尧魏晋南北朝考古研究专题尧研究生论文写作渊下冤



西北大学

渊文化遗产学院冤

大一第一学期

必修 考古学概论尧世界古代史尧中国古代史

通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尧简明微积分尧大学英语尧专业导读尧体育

大一第二学期

必修 文化遗产概论尧中国古代史 2

选修 中国艺术史

通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尧体育尧军事理论尧大学语文尧大学计算机尧大学

英语

大二第一学期

必修 夏商周考古尧中国史前考古

选修 文化人类学尧考古学史尧中国历史地理尧博物馆概论

通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尧体育尧大学英语

大二第二学期

必修 秦汉至南北朝考古

选修

军事考古学尧艺术史概论尧西北史前考古尧传统酿酒工艺尧考古与文物基

础尧古代玉器尧科技考古学概论尧文化遗产经济学尧西方艺术史尧世界遗产

保护管理

通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大三第一学期 必修
隋唐宋元明考古尧文物保护概论尧考古论文写作尧中国古代建筑史尧考古人

类学尧环境考古尧古代陶器

大三第二学期 必修 田野考古与应用技术理论尧田野考古与应用技术实践尧田野考古实践

大四第一学期 必修 青藏高原考古尧游牧文化考古尧佛教考古

大四第二学期 选修

注院从 18 级开始袁学生可以在本年级其他两个专业的选修课中选课袁安排

在第三轮选课时进行遥 但由于目前是初步试行袁为保证教学效果袁每门选

修课的容量有限袁 可以接收本专业以外选课的人数为 5 人 渊个别为 10

人冤遥 加粗的都是本院别的专业的选修课遥

硕士研究生

必修
中国考古学研究动态尧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尧考古实践尧文化遗产学理论与

方法尧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实践尧文物保护通论尧文物保护实践

选修

史前考古专题尧夏商周考古专题尧秦汉考古专题尧隋唐考古专题尧考古人类

学专题尧瓷器研究专题尧博物馆学专题尧石器观测与研究尧环境考古研究尧

聚落考古研究尧佛教考古研究尧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尧文化人类学专题尧中国

历史地理专题尧文化遗产管理研究专题尧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专题尧文化遗

产与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专题尧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专题尧科技考古专题尧文

物保存环境专题尧土遗址保护专题尧金属类文物保护专题尧壁画类文物保

护专题尧彩绘类文物保护专题尧石质类文物保护专题尧文物分析技术实验尧

文物保护研究中的统计学基础尧科技论文写作尧外国考古学研究专题

博士研究生

必修 考古学前沿问题尧考古研究实践尧文化遗产研究实践尧文物保护实践

选修 考古学研究专题尧文化遗产研究专题尧文物保护研究专题



北京大学

渊考古文博学院冤

本科生

专业基础课

大一上院世界史通论尧古希腊罗马史尧中国古代史渊上冤尧感悟考古尧博

物馆学概论

大一下院古代东方文明尧中国古代史渊下冤尧考古学导论

大二上院经典导读

大三下院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专业核心课

大一下院中国考古学渊上一冤尧中国考古学渊上二冤

大二上院中国考古学渊中一冤尧中国考古学渊中二冤

大二下院中国考古学渊下一冤尧中国考古学渊下二冤尧田野考古学概论

大三上院田野考古实习

大三下院科技考古

专业选修课

专题类院

文化遗产学概论尧中国古代陶瓷尧中国古代青铜器尧丝绸之路考古尧

中国石窟寺尧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尧世界史前考古尧古罗马考古与艺术

通论尧地中海考古尧美术考古尧古代民族考古尧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尧考

古史料学尧世界遗产概论尧佛教艺术和考古院南亚与中国尧佛教考古

导论尧中国建筑史渊上冤尧世界考古学 ( 上 ) 尧世界考古学渊下冤尧海上丝

绸之路与陶瓷外销尧欧亚古代民族考古

理论尧方法尧技术类院

田野考古技术专题尧社会统计学尧普通统计学尧应用统计学尧高等数

学 (D类 )尧定量考古学尧水下考古学概论尧人体骨骼学尧动物考古尧植

物考古尧毕业实习尧冶金考古尧古文字学通论尧体质人类学尧中国文物

建筑导论尧殷周金文通论尧战国文字通论尧埋藏学尧考古学与社会记

忆尧化学分析与考古学尧考古学中的动物与人类社会

自主选修课

古代典籍概要尧 中文工具书尧 古典文献学基础尧 版本目录学基础

渊上冤尧中国古代文学尧西方文明史导论尧史学概论尧中国史学史尧中国

历史文化导论尧中国历史文选渊上冤尧中国历史文选渊下冤尧先秦史专

题尧秦汉史专题尧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尧宋史专题尧明史专题尧蒙古古代

史尧蒙元史专题尧中国古代民族史尧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题尧中国历史

地理概论尧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尧艺术史概论尧中国哲学渊上冤尧中国哲

学渊下冤尧西方哲学渊上冤尧西方哲学渊下冤尧逻辑导论 尧美术概论尧中国美

术通史渊上冤尧中国美术通史渊下冤尧西方美术通史渊上冤尧西方美术史

渊下冤尧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尧中印文化交流史尧古代东方文明尧印

度文化尧印度宗教尧圣经概述和导读尧日本文化艺术专题

直博生

专业必修课程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尧夏商周考古研究渊上冤尧夏商周考古研究渊下冤尧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尧战国秦汉考古研究尧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限选课

殷周金文通论尧战国文字研究尧考古文献研读渊上冤尧新石器考古研究

前沿讨论尧商周考古研究学术前沿讨论尧定量考古学尧商周青铜器研

究尧植物考古学尧GIS 考古与空间分析尧早期玉器研究尧科技考古专题

选修课 任意

考古实习 田野考古实习渊1冤尧田野考古实习渊2冤尧考古调研



北京大学

渊考古文博学院冤
专硕生

必修课
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尧学术讲座尧考古文献与论文写作 尧文献

阅读与写作

限选课

1.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尧各段考古学尧动物考古学研究尧植物考古学尧

冶金考古专题尧科技考古专题尧现代科技与考古尧古人类学尧人体骨

骼学尧GIS 与空间分析

2. 博物馆学理论与方法尧博物馆展览策划与推广尧博物馆发展史尧艺

术考古理论与方法尧博物馆与当代社会尧中国文化与古代文物研究

商周青铜器研究尧陶瓷考古研究尧中国陶瓷史研究尧早期玉器研究

3. 文物保护化学基础尧文物修复理念与法规尧文物材质与保存环境尧

有机质文物劣变与防护尧文物保护材料与应用专题尧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专题尧无机质文物保护专题尧文物分析技术尧艺术史类课程

4.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专题尧中国木构建筑年代学研究纲要尧中国

古代建筑范式研究尧中国古代建筑工艺史尧文物建筑修缮与设计尧中

国城市考古尧中国历史地理基础尧宋元明考古研究 / 专题尧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专题尧艺术史类课程

陈胜前设想的课程设置

本科学科群设置

第一组 思想史尧哲学

第二组 历史院世界史尧中国史等

第三组 文学尧艺术史

第四组 自然科学基础尧理化天地生

第五组 社会科学基础院经济尧社会尧心理等

第六组 数理学科院数学尧计算机等

第七组 外语

第八组 古文献院历史文选尧古文字学等

硕士学科群设置

第一组 考古学理论课程院考古学理论尧人类起源尧农业起源尧文明起

源等

第二组 考古学方法论院动物考古尧石器分析尧生物考古尧陶器分析尧青

铜器研究等

第三组 考古学术史

第四组 时代专题院旧石器考古尧新石器考古尧夏商周考古尧历史考古

等

第五组 地区专题院东北考古尧日本考古等

第六组 交叉学科院GIS尧第四纪



英国 England

剑桥大学

渊考古系冤

高年级与硕士

阶段课程

核心课程院考古学思想尧行动中的考古学渊即考古学方法冤尧考古学的实践

选修课程院早期人类演化考古尧现代人起源与西欧旧石器晚期考古尧阿尔卑斯到美洲旧

石器晚期考古尧冰后期适应与中石器考古尧欧洲晚近史前史尧欧洲史前史专题尧历史考

古与古代埃及尧古代埃及的宗教尧埃及语言尧阿卡德语尧苏美尔语尧美索不达米亚晚近史

前与历史考古尧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尧宗教与科学尧美索不达米亚史院3000~539BC尧欧

洲的第一个千年院盎格鲁- 萨克森尧斯堪的纳维亚与迁徙期考古袁中世纪英国考古尧古

代南亚尧古代南美尧中美与北美考古尧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导论尧考古科学

其他学院与系提供的选修课院人类演化尧泛希腊化之前时代考古尧泛希腊化早期与希腊

早期艺术尧古典艺术尧希腊和泛希腊化时代考古尧罗马的艺术与考古

日本 Japan

京都大学

渊文学部窑大学院人文社会

系研究科基础文化研究专

攻考古学研究室冤

本科

必修课

考古学实习尧考古学阅读 ( 英文书籍订阅 )尧考古学讲座尧先史学讲

座尧考古学特殊讲座 ( 朝鮮半島瓦只煮研究尧东亚起源院古代历史与

物质文化尧古代東亚世界的横穴系墓制尧古墳论尧中国古代考古学的

研究尧中国中世纪古墓和其他世界观尧人類学尧木器的文化史尧地理信

息处理在考古学的应用尧弥生地域社会结构论尧东北亚古代马术文化

的考古学研究尧古代宫殿的发展 )尧考古学演習尧毕业论文

选修课

自由选择 32 个学分 历史基础文化学系特殊讲座 16 个学分 ( 日本

史学特殊讲座尧東洋史学特殊讲座尧西南亚史学特殊讲座尧西洋史学

特殊讲座 )尧哲学基础文化研究袁东方文化研究袁西方文化研究袁历史

基础文化研究袁当代基础文化研究袁行为窑环境文化研究袁希伯来语袁

梵语袁波兰语袁希腊语袁阿拉伯语袁伊朗 袁苏美尔语袁荷兰语袁斯瓦希里

语袁蒙古语袁泰语袁印尼语袁越南语袁缅甸语袁北印度语袁藏语袁俄语袁韩

语袁人文袁京都博物馆学袁 书法袁英语论文写作袁对战争和殖民地历史

的认识袁泰语培训袁越南语培训袁印尼语培训袁跨文化研究技能 I- 英

语袁基金会 I- 研讨会袁研究 1 至 3- 研讨会

硕士

必修课

考古学讲座尧先史学讲座尧考古学特殊讲座 ( 朝鮮半島瓦只煮研究尧

东亚起源院古代历史与物质文化尧古代東亚世界的横穴系墓制尧古墳

論尧中国古代考古学的研究尧中国中世纪古墓和其他世界观尧人类学尧

木器的文化史尧 地理信息处理在考古学的应用尧 弥生地域社会结构

论尧东北亚古代马术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尧古代宫殿的发展 )尧考古学演

習尧卒業論文

选修课

各种语言 ( 希伯来语袁梵语袁波兰语袁希腊语袁阿拉伯语袁伊朗语袁苏美

尔语袁荷兰语袁斯瓦希里语袁蒙古语袁泰语袁印度尼西亚语袁越南语袁缅

甸语渊缅甸冤袁印地语袁藏文袁俄文冤袁泰语培训袁越南语培训袁印尼语培

训袁简介培训班袁对战争和殖民地的历史认识袁下一代全球研讨会袁科

学和社会批判性思维袁简介 - 跨文化研究袁简介 - 研究技能袁基础

I- 研讨会袁研究 1耀3- 研讨会袁研究 2- 研究实习袁研究 3 驭 MA 论

文 - 研究座谈会袁比较发展研究袁国际发展援助政策袁海德堡 - 斯

特拉斯堡学生工作坊袁口语硕士考试 - 口服考试袁硕士论文袁跨文化

研究技能 I- 英语袁研究 2- 高级日语袁比较发展研究

选修科目学院开设的课程都可以选择袁均为跨专业课程遥



东京大学渊文学部窑大学院

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基础文

化研究专攻考古学研究室冤

本科

必修课

史学概论尧考古学概论尧考古学特殊讲座 ( 中国考古学的諸問題尧東亚

旧石器研究尧绳文窑弥生文化基础理论尧北海道的考古学尧 俄罗斯远东

考古学尧西亚先史文化研

究尧考古科学的諸問題尧日本近世考古学研究尧人類生物学尧苏窑的研

究尧古墳時代的鉄器文化研究 )尧考古学演習 ( 欧亚大陆考古学演習尧民

族考古学演習尧弥生文化演習 )尧野外考古学尧博物館学实习尧 毕业论文

( 含毕业论文指导 )

选修课

各学部开设的课程 远个学分即可 学术写作尧多学科讲座 ( 古代人类的

牺牲院神话和历史尧日本文化尧媒体间翻译窑改编研究院文学文本的可视

化窑舞台化 )尧研究伦理入门

硕士

必修课

特殊研究 ( 中国考古学的諸問題尧東亚旧石器研究尧考古資料論尧生態

系统和環境尧

生態系统和人类活動尧俄罗斯远东考古学尧西亚先史文化研究尧考古科

学的諸問題尧

日本近世考古学研究尧苏窑的研究尧古墳時代的鉄器文化研究尧考古学

的諸問題 )尧演習 ( 東亚考古学演習尧欧亚大陆考古学演習尧民族考古学

演習尧東亚旧石器演習尧

日本先史文化演習尧弥生文化演習 )尧論文指導

选修课

信息媒体理论尧多学科应用科目 ( 研究伦理入門尧古代人类的牺牲尧媒

体间翻译窑改编研究院文学文本的可视化窑舞台化尧日语教育的基礎尧)尧

学术论文 ( 学术著作尧科学写作与推理窑德语尧大学工作写作窑法语尧学

术汉语实践尧日语学术写作 )尧死亡与生命研究渊死亡与生命研究的范

围袁临床死亡和伦理与道德问题袁关于认知的不公正与责任院现代认识

论的发展袁自主性的相关方法院现代行为理论与自由理论的发展袁死亡

和焦虑社会学袁严重死亡和生命科学袁临床老年医学和生命科学导论袁

护理伦理学袁生死攸关的机会和概率问题袁生物力量窑生物医学窑资本主

义袁生死学基础文献的阅读袁自杀研究袁疾病伦理叙事冤尧应用伦理研究 (

应用伦理入門尧先端医疗杖与生死观尧研究不正窑非人道的研究窑其历史

结构 尧医院患者死亡史尧食物和地方的环境伦理 )尧人文情報学渊人文情

報学概論尧人文情報学研究尧人文情报学的各个方面尧信息媒体理论冤尧

新窑日本学渊日本哲学是什么尧看到看不见的东西院前现代日本的恶魔袁

鬼魂和其他世界尧感情和社会院社会学的尧人類学的探求冤

选修科目学院开设的课程都可以选择袁均为跨专业课程遥



韩国 Korea

首尔大学

渊人文学院考古美术学系冤

大一大二 考古美术学系通识课

大三大四

考古学调查方法论尧考古学和古代文明尧考古学和科学分析尧考古学方法

论尧考古学史尧考古学实习尧东亚史前考古尧东洋陶瓷尧文化遗产管理和博物

馆尧博物馆馆入门尧体质人类学尧人类文化和环境尧韩国史前考古学尧韩国历

史考古学尧韩国的陶瓷尧韩国考古学专题等

注院首尔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系官网链接院http://www.archaeology-arthistory.

or.kr/课程设置的官网链接院http://www.archaeology-arthistoryorkr/?c=us鄄

er&mcd=sab0002

俄罗斯 Russia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渊人文学院考古与民族学教研室冤

本科

历史文化遗产管理尧宗教学通论尧考古学通论尧民族学通论尧欧亚大陆北

部的民族起源尧民族历史及民族志尧原始社会史尧欧亚大陆的岩画艺术尧

石器时代考古尧北亚和中亚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文字史料尧铁器时代考

古尧中世纪考古尧外国考古尧考古学与民族学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尧俄罗斯

考古学史尧田野考古尧古代社会的葬俗尧科学研究尧田野实践尧本科实习尧

人类生态学尧体质人类学基础尧作为史料的陶器尧实验考古学尧古生物学

基础

硕士

基础课院北亚和中亚的青铜时代尧考古与民族学信息技术尧学科史与当

代考古学尧民族学问题尧历史进程的概念模型尧世界博物馆尧文化人类学

基础尧原始文化艺术尧当前人类起源的问题尧人文科学研究中的自然科

学方法

专业课院西伯利亚地区中世纪考古学尧北亚和中亚的铁器时代尧北亚和

中亚的石器时代

实践

选修课院古代社会的葬俗

副博士 外语尧哲学尧研讨会尧科学研究实践尧田野实践等

俄罗斯学制是本科 4 年袁硕士 2 年袁副博士 3 年渊相当于其他学制的博

士冤



意大利 Italy

博洛尼亚大学

渊文学与哲学院

文化遗产系冤

大一课程

必修
意大利文学尧考古档案史及档案尧当代艺术史尧中世纪艺术史袁文艺复兴袁中世纪

及古音乐史

选修

希腊艺术史及考古学袁古罗马史和考古学尧古东方考古学介绍渊三科选其一冤曰史

前史及原始史渊包括古人类史和史前史及原始史冤尧希腊史尧中世纪史尧现代史

渊选择一科冤曰体质人类学尧体质人类学和古人类学尧环境化学和文化遗产尧文化

遗产的定量方法尧考古学研究及方法尧古人类学渊选择一科至两科冤

大二课程 选修

古代晚期考古学尧伊朗艺术史及考古学尧绯尼斯 - 迦太基考古学尧中世纪考古

学尧埃特鲁斯介绍尧古代地形渊选择一科至两科冤曰图书手稿考古学尧拉丁古文字

学尧图书历史及图书经济渊选择一科至两科冤曰拜占庭艺术史尧当代史尧罗马史渊选

择一科冤曰古代戏剧文学尧希腊语言与文学尧拜占庭时期希腊的语言与文学尧拉丁

语言与文学尧拜占庭 - 意大利历史渊选择一至两科冤曰犹太文化尧基督教历史尧犹

太思维发展史院哲学和卡巴拉尧土地和城市历史尧科学史尧中国现代和当代史尧伊

朗宗教史渊选择一至两科冤

大三课程

必修 计算机基础技能尧毕业答辩

选修

法语尧英语尧西班牙语尧德语渊选一科冤曰人口生态学和动力学尧史前生态法尧地理

渊选一科冤曰文化遗产法尧艺术经济和文学介绍渊选一科冤曰考古挖掘实践尧实习渊选

一科冤曰考古学尧文物修复化学尧材料保护和处理尧音乐遗产文献尧文化遗产应用

物理学尧音乐介绍尧艺术史方法论尧博物馆学尧希腊和罗马钱币学尧视听摄影的历

史与技巧渊选一至两科冤

研一课程

必修 考古学研究方法

选修

伊特鲁利亚研究和意大利考古尧史前史尧希腊考古和艺术史尧罗马考古和艺术

史尧地中海和拜占庭考古史尧欧洲中世纪考古学和历史渊期中共选两门即可冤曰地

中海考古和拜占庭尧近东地区古代考古尧中世纪欧洲艺术考古学和文化尧希腊考

古学和历史尧罗马艺术考古学和历史尧亚述学尧埃及学尧伊特鲁利亚学和意大利

考古学尧博物馆学和考古学尧史前史尧古代意大利地形尧埃及铭文学尧伊特鲁利亚

铭文学尧希腊铭文学尧罗马铭文学尧纸质历史与文化尧罗马帝国史尧希腊语历史尧

拉丁语历史尧世界古代经济史尧希腊历史尧古希腊和古典希腊历史尧古罗马和共

和时期历史渊共选两门课即可冤曰其他院实验尧培训尧海外培训渊未标注必修还是选

修冤

研二课程 选修

史前生态学尧地理考古学尧考古学的地理物理应用尧文化遗产企业管理尧矿物和

石油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渊选择一科冤曰古凯尔特文化尧维苏威地区考古学尧中世

纪埃米利亚罗马尼亚考古学尧古代城市考古学尧拉文纳和拜占庭艺术的考古学

与历史尧腓基尼 - 迦太基考古尧美国原住民文明尧博物馆学和考古学尧钱币学尧

考古学的历史尧近东地区古代艺术和历史尧埃及铭文学尧伊特鲁利亚铭文学尧希

腊铭文学尧罗马铭文学尧纸质文化与历史尧希腊机构尧罗马机构尧古代基督教文

学尧世界经典宗教尧居住和生活系统的历史尧古代世界表演历史尧拜占庭世界社

会史渊共选择两科冤曰第一部分院亚述学尧埃及学袁第二部分院埃及铭文学尧希腊铭

文学尧罗马铭文学尧罗马与世界尧罗马帝国史尧晚古时期历史尧古代经济史尧希腊

历史尧希腊和古典希腊历史尧古罗马和共和罗马史渊第一部分选一科或第二部分

选两科冤曰法语尧德语尧西班牙语尧英语渊选择一科冤曰A院最终测试袁B院最终测试尧国

外最终测试袁C院最终测试尧国外最终测试尧国外实习最终测试渊ABC 三项选一项

即可冤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悉尼大学

渊哲学与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冤

澳大利亚考古 第一年 古代人类院采集狩猎者与农人尧古代世界文明

第二年
古代澳大利亚院多种多样的适应途径尧古代澳大利亚院

塑性与联结

第三年
澳大利亚采集狩猎者的经济尧 澳大利亚石器技术与动物考

古学二选一尧田野考古实践

西亚 / 中亚考古 第一年 古代人类院采集狩猎者与农人尧古代世界文明

第二年
从古代流动性游团到现代大都市渊上冤尧从古代流动性

游团到现代大都市渊下冤

第三年
西亚地区早期战争与和平尧古代西亚艺术尧探索古代丝

绸之路尧考古所见古代中国

古典考古 第一年 古代人类院采集狩猎者与农人尧古代世界文明

第二年 古代希腊尧古代意大利院伊特鲁里亚与罗马

第三年
米诺斯与迈锡尼尧庞贝与赫库兰尼姆尧古代希腊的日常

生活尧意大利南部考古

一般为一年或

两年制

课程院考古研究的主题尧考古研究方法渊以研讨会形式为主冤

论文院完成自己的项目可学位论文

一般为三至

四年制
课程很少袁以自身研究项目和论文为主

淤其它本科课程院渊考古院学科史尧考古理论与研究冤尧古代世界各

文明尧古代西亚院从村落到城市尧黎凡特考古尧安纳托利亚考古尧西

亚铁器时代的帝国尧考古中的图像学研究遥 于学术可根据自己兴

趣选择其它课程袁如历史系尧东亚研究中心尧澳洲土著研究中心等

院系的课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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