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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科 ＃ 的 悉 歲 疾 掘 遗 凑 ，

４人弍 的

精神敷畏遗产
——对 考劣 嗲 嗲 科 ＃ 质 和 中 阁 考劣 營 嗲 科 疾展 的 思 考 之玉

〇宋 ■江 宁 （ 中 国社会科学｜Ｅ考古研究所 ）

自 ２０复 丨 年以来 ， 为纪靠、 总 纟ｆｆ中 国考古学 第
一

个

百年 的成就 某戈Ｉｆｆ百－ 的 目 辱＿機 、 大批 旧作＿

重新研读 ， 更多 的赛怍 则喷涌而来气 霉者也 《５之前

的思考上 不揣鄙陋 ， 再续新篇 ， 敬请学界指參
？

。

一 考古学是一种贯通古今 的综合性

学术行为

素们可以采 用谠 解字 的方法来分析 中 食 的考

古学和英文 的
°

Ｓｆｆｈａ ｅｏ ｌｏｇｙａ

考 的 本威Ｉｔ是研究 ， 包括考证＆析 、 ｉｆｒｆｃ 、解輊

＿释各个麵节 。 古就是古代 的 ， 下面 ｉ舅田分析 。 学

是对西方＿代学科 的猶！ 靖＿对独立 的 ＿识燦 ！系 。

Ａｒｃｈａ ｅ 的參憑｜１是古代 的 ， 与 中 亥 的 古 同篇 ，

ｌｏ
ｇｙ 如

上所述 ， 对应 中 文 的考和学 。

枝心是对古 的 分析 。 这里有三层 内 涵 ：

一

是对

象 ， 包括考古工作 中 获取 的 全部古代实物 ：還存及 ：其

存在和＿意 的空 间
；

二是属性 。 任何对象鄯鳥完整

的 ， 具有无ｆｉ 的属性 。 讀 雇性进行研究就是选择

特定 的 １度 ， 对成
一，具体 的 知识体 系 ， 不管这个ｆｔ

系 是属于我 国 古代 的经史子桑 ，
嚴医天算 ， 古印炱德

五明 处 声明 ＾：巧＿ 、 医方明 、 因 明
，禽明

？
， 古希

婿哲学与数学两大体 系 … …还是＿学 术 中 自 然科

学 、社会料学 、 人 ：
支赛科三大部类里＿任

一

类具体学

科ｓ 这些知识体系 分 为 原始知识型 （ ！？话知识型 ） 、 古

代知识＿ 
（ 形而上学 知识型 Ｉ 、现代知识型 ｉｆ科学 知识

＿ １和 后现代 ｉｓｉｉＲ型 （：变 ：仗食 Ｉ
识寒￥ 四 个类型＊麗历了

三次＿ ， 但都是需要研究 的 ？
。 三是信息 。 相对于完

塗 的 知识体 系 ． Ｍ有具ｆｔ 的遗存 Ｒ是局部

信息 。 这些信息既可 用来研究 、构建古代 的 各种知识

体系 ， 也能为现代各学科提 的 资料 。

Ｓ？举两 例 。 竺可桢先生是著名 的气＿学家 ，

着 系统 的气象学知识体 系 。 他
？

薦 ｜ 名作 《 中 国近五千年

来气犧靈迁 的 初步研 已 ｆｉｔ为 中 国考古学審 的 ＃

读经典？
。

黩仁之ｆｔ生裊著名 的 历ｆ地理学 唐晓寒讲

过 ，

“

侯ｆｅ ，之关于 历 史地理学理德 的 进
一

步发展 ， 可

曰＿为满足两 和
‘

急截
’

，

一

个是时＿ 上 的 完整 ，

一

个

是地表要素 内餐ＩＳ歲 的囊塵
＾

” ？这表ｉｓ正是侯仁之

先生 说 的 广把地理学 的 研究 ， ＠仅局限在 当 諸所

能见到
．

的地球 表面上 的康
一

层 ， 画讨还要扩展
：到过

去 的 历粜时期 ， 特别 是扩 展到从
＊

中 全新世Ｋ 后 的

历史时期 ， 也歡是 ：Ｔ 展到人类活ｆｔ敏她理 ｓｐ竟开始

产生了 日 益显著 的 影响 以 后 的 时繼 （ 从考古学 上奄

谠 ， ３痛是从新石器：
时期 中 期 以 后 的 时期 ） 。 这就是 历

史她理学研究 的＿ 围 。

”
 １３这也是典型 的考古学为霸

代学科５砰＾ 供资料 慮伸其学科时空 的 例子 。

所以 ， 考古学 的 古对研究Ｊｉ类知识体 系 的 价 丨？ ＊

好也＿点上 ：

一

是时间 的 完整性 ， 可以从人类截＿

至令 ；
二是人类活动要素 的近 似完整性 。

因 此 ， 理论上泰１＃，；｜｜们要考 的 就是古 舍中 外對

有 的 知识体暴 》 这 个任务単靠考古学
一

家是无法完

成 的 ．必须与 当 前 ， 甚至 今 后新 产生 的所有学科联合

＃染办ｆｉ
１

。 也件换个 角度表达更精确 ， 即所有 的学科

鄯可Ｍ幾行考古 ， 有研究 古 ｆ％？＃和食１１１ 的＿ ， 也

更有龍力 ， 反而是 目 前单纯 的 考古学 虽驗邊讀變糖 ，

却又最缺２龜力 。

既然需要学科襄合 ， 那 么任何
一

个试 图在上至碧

落 ， 下至黄泉这 个空 间 内 获取新资料 的学科 就必 须

亲 自 参加调查 、 钻抨 、 专攝 、爾量 、 取徉 、 记录 的娜

过程９
也就是 自 己动手动脚找东西 ， 并开 展各 自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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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Ｖ？ 实物遗存和空间

：

目标

＿

Ｋ ：

重建古代各文化知识体系

为现代各学科体系提供新资料

▼

？？？
（性质 ）

综合性学术活动

完整的知识体 系

１１＾１ＢＱ

角度性学科

▼

＜＾一 现代学科体系

图
一

所以
，考古＿不 同 于其働研究襲擊对象某＿

性 的学科 ， ■長可 銳的蠢＿性＿＊
？

掘 的卖＿＾誉眞＿＊和

构論的＿ 间 ， Ｐ Ｉ现 Ｒ攀科体系 为路径 ｒ
赃研 ？

古 ｆｌ撞卷钟 知偏保 系 ， 又治 各学＿ 供新

（ 图
一

｝ 。
倉 中 ， 田＿古是所有参与 斗共享 ６１

＿ ， 是着古学这种＃射生学札舌动最独特筠喊木

价值和

可以層 行业这个＊ｆ參辑＿比 。 ｆｆｔｔｆｅ是
一

个

綜 合性 的ｆｔ秦 其在 《 国 民 纟ｉ济行业 守类＞中 的 定 义

性质 的馨＿动 的所育學位 的鑑奮 。

，

包括 ？ ） 个１］議 ！ ：
１論、棘識 Ｊ＆Ｈ采ｆｉｆｅｓ ． 制痛

业
；

４屢ｔｌ 、热力 、燃气及７ｋ生产和供应业
；

５論灘愈 ；

懲Ｉｔｆｓｐ 售业 ； 运雜 、仓德和雜ＪＭ１
｜
８ 住宿

＿＿枚业 ；
９ ． 信

，雜 信愈緣术廳蠱业 ；
Ｗ ，

蠢鐵４ ； 
１ １ ． 房地产业 ；

１ ２ ．租 ］ 舊繼醫Ｊ
ｌｋ

；
ｌｉｆｆｌ

？学

粧究和Ｒ木搬－务业
；

１ ４ ， 利 、 释獍和 ＊

！＿＿
＇

管理

业
；

１ ５ ． 居民 月暖３韻３１和濯１隱麝业 ；

１ ６識育 ；

１ ７ ． 卫

生和社会 工 維
丨

１
＿

Ｓ ， ：女化 ，

，獻會＿藝￥ 业 ；
ｍ＊共管

Ｈｔ会保障和社会组Ｍ ｉ
２Ｓ ． 国际组象 。 考古学作为

一

个学料＾于第 ＿
，
值行业作悬基础学料与虛

釋參ｆ斗的＃＃这
一

点＃与＿ 的 性 目 似 。

二 前提 ： 考古是 以不可逆的
一次性破坏来

抢救信息

医生撖手术是为了嫉瓦扶 阵 ， 但拿这 中 总

聲＿：緣开靖表暴 日 ３ 庳 呋 ，逐次露 出 肌 肉 、 血管 、 神

驗，親，等 ？参 后嫌理病灶实现治 ｉ ： 的 目 的 ， 这样也

鱿难鐵会給身体带来下可＿ ＾＊伤 。 隱样 《 田野零

也具 ｉｔ響獵存 不可＿驗轉Ｍ生 。 纖雜議性体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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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 、钻探 、＿和 后续处理等所有环节 。 在 田野

谪查 中 我们通常采 用 全面采集地着？歡虐＿铲清理

暴露遗虜 的 做法 ，势必会酿坏遗址 的整ｆｔ面貌 ， 给 以

后 的调查工作带来 不便 。 钻探和发掘环节讀通＃ 的

损 伤甚至 ５？ｊ坏程度更甚 ， ｉｆ如墓葬 、 窖穴 、水 渠 等 各

类遗迹
，
需经过 自 上而下逐层揭露才龜被认识和碰

究 。 后续处理也壽德班 不 同程度 的损 伤 。 在这 程

中 ， 即 使我们售＆够在现有ｍ知水平 的指导下和各类

技术手段珣戈變下 ，
提取大量 皞遗存信息和拝 品材

料 ，
但这偽蕞信息总量 的

一

部分 ， 而且聲个堆积和邀

迹 的 完＿性依熟是被歎坏掉了 ，
无法ｇ认识 ６？ａ 口

綠重新获取遵料 ， 途正是考古工作具有 的 不可逮，勺

披坏属辁 號傖ｊ斥掉
一

座建筑 后 ， 即使收集了全部 的

材科 ，
但它 ６＿ ；梅翁萁 中蕴 含 籤学 知识体 系 已

经＾學全 ， ＿？复原了 。

所以 存和空 间是
一

种 不 ？
！香生 的虞＿ ｆ

考 古

ｆｌｉ是
一

个 不可諷 的
一

次性＿坏过程 ， ｜Ｕ ｆ
ｉ＿这个特

性至关重要ｆ它会直接决定我们对学科性质 、
工作理

倉、组织形邁 、
工作＿懷等＃Ｄ＿题 的ｆｔｉ ；与落实 。

三 自 觉 ： 考古学要有
一

种 多学科的

组织形式

于是 ，
：按照 历 生 夂和＿正唯纖由义 的 原

则
ｓ

以实事 求是 、 理论联 系 实 际 的态度来 分析 ． 我们

ｉＭｉｌ青晰地认识到 中 国考古学所处 的 历史阶Ｋ 。 ？

个阶？ 的事实＿是 ： 考古界从行政与学 ＋＿ ｔ
＇

方面

基本垄断着对遗拿翻空 间 ＿获取 ， 并主导着 后续 的

研究
；＿古学 的 知识结 梓Ｐｆ足以完成学科 的 使命 其

他学鲁缺乏 田野考古 知识 ， 不具备独立获取和研究

古代信息 时能力 ，
并且它们也需要相 当像１时 间 来

认识 、 ＿化和 自 截？＿ 信息在本学科发 展 中 的麵

性 。 鉴于这些 历史事实和主繫矛盾 ， 歲要求考古学界

首先 自 觉地认识到我们 的 实藤与＃他学科 不 同 ， 必

须以
一

多学科的组织形式 才翁 。

四 理念 ： 考古 队转变为课题组
，

工地转变为

实验室

习 近平总书记指 出 ：

“

要加强统筹规划翁 Ｉ科学 布

局 ， 坚持多学 角度 、 多 层次 、 全方 位 ， 密切考 古

学和历史学 、 人文科学和 自 然科学 的联合攻关 ， 拓鸾

研究时空蒗 曹盖领域 。

”

中 国考古学会专委会 的

不断增加 、 夏商 ＿断代工穩
》和 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

为 代 表 的 实践
，
前述各位学者 的 总结与 展望都表＿

了 中 国考古学 多学 ：＃合作理 含的库 人与 自 觉 。 霉者
？

ｆｔ曾提出拉
＇

将考古队转变 为 ｉ葡 组 ，
工地转变 为 实

藥室 的理念
，
指 出考古学家应该具鲁 田野考古学和

另 外
一

门学科 的 知识结构 ， 还对考古学 的教学体系

进行了Ｍ考 。 这些实換＿考都为落实考 古学是
一

种多学 组织形式提 供了寫＿论证 。 結 合完整

的对象 ｆ
无限 的 角度ＴＯ古 是 个 不可逆翁徽＿程

这两个认识 ， 我们就应该效 ｆ＿生会诊 的艘式 ， 主动

登门邀请其他学科参与倉息 的抢救与 研究 。

五 方法 ： 考古界搭建平 台
，
其他学科 以

主人翁姿态参加信息抢救和研究

１麵Ｉ 

一

下 ， 在 周原遗１￡进行
一

个西 周 时期癒集剖

面 的发掘工作 ， 假定憧盧总量是百分之百 的话 ，鲁貌

考古学能提取 的 不外是位置 、 形制 、 向 、 时ｆｔ 、堆ＳＲ

层次 、 肉 眼可風衡包 含物等 ， 能 占 到总 信息量 的 百分

之多 少呢 ？ 百分之
一

、 千＃之
一

漢是斯分之
一

？ 那些

厦为武们 ｉ爲识 不到而无法肇取 的？息就被有意或无

意域｜５掉了 。 但如果邀请本利学家 、 地质学家 、，鳳景

围 ：林学家 、滅市规划学家 、 环境学家 、＿学籠等＃

加进来 ， 并对他们进行 田野考 古学 的训餘 ， 不 但能獲

敢更多 、 更丰富 、 更科学 的 信息 ， 吏能将对这 个剖面

的 研究ｆｔ升到 古ｆｔ水刺史 、 风景 园林史 、 城蠢 规划

史 、钚境史 、 建筑学 的 高寞土来 ， 开始构建西 周 时期

的 知识体 系 ， 并 为现代各学科 的 研究褒 供信息 。 所

以＾ 考古学界应该以
一

钟ｆｆ ：

敢 的心态搭建多学科合

作平合 ， 主动邀请其他学科 作 为 主人 ■翁家和＿］
一

起抢救信 开 展研究 。 但有
一

点也 癌须■犧 ，藤就

是其他学科既鬆坚？ 自 身的学 术体 系 ， 更要以学 ：£

遺＿度进人考古实龄室， 努力掌握ａ野考古 的基本

技能
，
尤其是地层学攘作 ， 不 然也 无議卖顧寘正学科

的蠢＆ ， 达到抢救信＆ 、 开 展研究 的 目 的 。

六 觉悟 ：
以科学的态度发掘遗存

，

以人文 的

精神研究和敬畏遗产

自 然 ｆ＋秦和社会科学 是两种相对客观 的 知识体

系 ， 人文学科则是
一

种 ＋瞬ｔ主肅■ 价值 、意义和＿＿

体 系 。 考古学 的 实物谭存和空 间 中 完整地蕴 含了这

三 １

、

体系 。 完叢 ：

的对象 、
无限的角度正旱此ｗ

考古学芏践中 首先面对 的是議眷和空间 的 ，

歡对应着 自 然和社科两大知识体 系 ， 然后才梟人

文 的评价 。 因 此 ， 考古学开始是ｍ科学 的态度 ，按鹿

前述 的理念 ＊组织形式 、
工作方式 来幾麵變

其 中蕴 含 的倉 构１４古代 的 各轴 知识体系 ， 同 时也

为现代学科服备 》 ＿知识体系这 ，『身俊后 ， 客观 的

遗存就 自蠢Ｉｔ变成了祖先 彳
丨

＇

了會翁我ｆｔ 的遗产 ， 实现

了从知＿ 系 向价值体 系 的 ：＿变 ， 从冷冰冰 的科学

向騰＿们血脉相连 的 突化Ｉ华 。

因 此 ， 考古学 日 ｔ觉悟就是联合其他学科
一

起将考

古现场査或实验室 ， Ｗ科幸 的 态度发攝遺存 ， 以人文

緣爾神研究和＿慑遗产 。

注释
：

① ａ ． 曝皇灿 ： 《 中＿ 古学 百警成就 》 ， 《中 Ｐ社会科学

报 》 ３截１ 年 ＪＷ 月 １ ９ 日 ＿ ｜ 版 ；
ｂ ． 徐 良高 ： 《 以考古学构建

文

博

讲

坛

－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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