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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巍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今年是 《 考古 》 创刊 ６０周年 。 在这样现任主编 ， 我首先要对６０年来为 《考古 》 的发
一

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 作为主编 ， 我的心情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历任主编夏鼐 、 安志敏 、

十分激动 。 ６０年来 ， 《考古 》 由
一

个主要报徐苹芳 、 乌恩和历任副主编陈梦家 、 卢兆

道考古工作信息的通讯类刊物 ，
发展成为现荫 、 白云翔 、 施劲松以及 《 考古 》 的几代编

在的 国内首屈
一

指 、 在国际上享有
一

定声誉辑同仁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忱 ！

的顶级专业杂志 ， 期间经历 了一次次社会动我与 《考古 》 结缘 ， 始 自 １ ９７７年秋季恢

荡 ， 克服了
一个个 困难 ，

酸甜苦辣 ，
艰辛复的高考 。 当时 ，

我第
一志愿报了吉林大学

磨难 ，
只有亲历者才会有切身的体会 。 ６０年历史系考古专业 ， 并顺利被录取 。 接到录取

来 ， 《考古 》 共出刊５７９期 ， 刊发文稿总字数通知书后 ， 我马上到长春市新华书店的古 旧

大约８５００多万。 以近 １ ５年为例 ， 每期刊发文书门市部去购买 《考古 》 杂志 ， 买到 了
１９７２

章 １ ０篇左右 ，
论文和考古发掘简报大约各半 ，年 《 考古 》 复刊之后到 １９７７年的 。 对考古还

１５年共刊发文章１８００篇左右 。 作为 《考古 》 的几乎一无所知的我就是通过阅读 《考古 》 ，

．

３ （总 １ ３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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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考古学有了十分初步的了解 。国考古学取得了 日 新月 异的进步 。 考古调查

进人大学学习考古之后 ， 我对 《考古 》发掘 的数量显著增加 ，
研究手段与方法 日益

的学术地位有了逐步深入的 了解 。 我发现 ，丰富 ，
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 ，

对外以及国内

许多重要 的考古发掘都是在 《考古 》 上发表各个单位和系统的合作逐渐广泛 ，
研究水平

简报
，
许多重要的研究论文也是在 《考古 》和在社会上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与 日俱

发表的 。 那时
， 我心里就对 《考古 》 有

一

种增 ， 使中国考古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

十分崇敬的心情 ， 暗暗下定决心 ，

一

定要好活力 。 考古学的发展 ， 对 《考古 》 提出 了更

好学习 ， 争取有朝
一

日也能在 《考古 》 上发高的要求 。 为了适应这
一

发展变化 ， 促进中

表 自 己的学术研究论文 。国考古事业更好 、
更快地发展 ，

《考古 》 编

１ ９ ８２年 ２月 １ 日
，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辑人员群策群力 ，

想出 了很多好的办法 ， 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根据工作需要取了不少改革措施 。 仅我担任主编以来的改

和我的学术兴趣 ，
我到了商周考古研究室的革就有以下几项。

北京队
， 参加房 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和城１ ． 强化编辑规范 、 完善编辑工作制度 。

址的发掘 。 我参加撰写的第一篇成果是 《考２ ． 丰富和完善栏 目 设置 ，
明确各栏 目 的

古 》 １ ９８４年第５期发表的 《 琉璃河西周燕国定位与要求
； 设置

“

新发现 ？ 新进展
”

栏

墓地发掘简报 》 ， 我的第
一

篇研究论文 ， 是目 ， 介绍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
调整

《考古 》 １ ９８６年第 １ １期发表的 《 良渚文化玉琮
“

读书与思考
”

、

“

考古与科技
”

、

“

学术动

刍议 》 。 迄今为止 ， 我的主要的学术研究文章态
”

等栏 目 ， 不断增强刊物的学术性 。

都是在 《考古 》 发表的 。 我是在 《考古 》 发表３ ． 加强选题策划 ， 发挥引领作用 。 为促

的许多前辈们的文章中了解学术信息 、 汲取学进各省市 自 治区的考古工作 ， 我们创立了省

术营养 、 学会学术话语 、 掌握学术规范的。 从区专稿 ， 每组刊发一个省市 自 治区 的考古专

这个意义上来说 ，
《考古 》 是帮助我及像我这稿 ， 包括数篇重要考古发现的简报和研究文

样的
一

代代后学成长的 良师益友 。章 。 省区专稿的设置 ，
极大地调动了各省区

１ ９ ９８年夏季 ， 我被任命为 中 国社会科同行们投稿的积极性 ， 使一大批重要的考古

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 《考古 》 主编 。 打资料得以较快地发表 ， 有力地促进 了各省区

自那时起 ， 我和 《考古 》 的关系有了变化 ，考古事业的发展 。 ２００ １￣２００４年 ， 《考古 》

不仅仅是读者 、 作者 ， 还是编者队伍 中 的
一共刊发省区专稿 ２ ７组 ， 有河南 、 江苏 、 广

员 。 我了解到 了 《考古 》 工作的程序 ， 也体东 、 湖北 、 山东 、
江西 、 河北 、 湖南 、 西藏 、

会到了 《考古 》 编辑们工作的艰辛 。
一篇篇辽宁 、

浙江 、 云南 、 安徽
、
山西

、 新疆 、 宁

发掘简报 、 学术论文 ，
从通过几轮审稿 ， 到夏 、 上海 、 青海 、 黑龙江 、 海南 、 甘肃 、 吉

作者几回修改 、
再到几次编辑校对 ，

最终文林 、 广西
、 福建 、

北京 、 四川 、 贵州等省区 。

章发表时与最初提交给 《考古 》 编辑部时相４ ．２ ００４年后 ， 《 考古 》 进
一

步发挥刊

比 ， 无论是文字的表述 ， 还是插图 、 图版的物的主动性和引领作用 ， 开始重点围绕学术

编排 ， 甚或是某些观点的 阐述 ，
往往是

“

今专题和考古新发现策划和组织刊发成组专

非昔比
”

有很大的变化和升华 ， 有的稿子甚至稿
，
更加全面系统地介绍考古发现和研究成

可以说是
“

面 目全非
”

， 其中浸透了审稿学者果 。 ２００４年以来的重要成组专稿有每年度的

和 《 考古 》 编辑部负责文字 、
插图和图版 、 印

“

中国考古新发现
”

， 以及
“

二里头考古
”

、

刷 、 发行等各个环节的同仁们的心血。
“

偃师商城考古
”

、

“

汉长安城考古
”

、

“

殷墟

随着我国经济 、 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
中考古

”

（共三组 ） 、

“

香港考古
”

、

“

考古学与

＿

 ４ （总 １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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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址保护
”

、

“

南水北调工程湖北段考古新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
一

等奖
”

（ １ ９ ９ ９
、

发现
”

、

“

南水北调工程河南段考古新发现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年 ）

， 被评为
“

全国百种

（ 共两组 ） 、

“

南京六朝墓
”

、

“

新砦考古
”

、重点期刊
”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 ５年 ） 和

“

北方青铜文化墓葬
”

、

“

渤海考古
”

、

“

盐业
“

双百期刊
”

（ ２００ １年 ） 。 特别是２０ １ １年 ， 获

考古
”

、

“

辽代考古
”

、

“

纪念仰韶遗址发掘首次设立的
“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

， 是十

６０周年
”

、

“

史前城址考古
”

、

“

西域考古
”

、个获奖社科期刊中仅有的三个学术期刊之
一

。

“

实验室考古
”

、

“

佛教考古
”

、

“

汉代土墩近两年 ， 《考古 》 均被评为
“

中国最具国际影

墓
”

、

“

瓷窑考古
”

、

“

辽宁建 昌东大杖子墓响力学术期刊
”

。

地
”

、

“

土司考古
”

、

“

中华文明探源
”

（ 共四《考古 》 在国 内外学术界的影 响力也

组 ） 等近５０组专稿 。日渐增强 。 我出访世界各个主要的考古研究

５ ．２ ００７年以来 ， 实行双向匿名 审稿制 ，
机构和大学 ， 往往都可以在他们的图书馆或

以确保发表文章的学术质量 。资料室的期刊架上看到橘黄颜色封皮的 《 考

６． 自 ２０ ０９年起 ，
每期文后图版 由 ８版增古 》 。 每当此时 ， 作为 《 考古 》 主编 ， 我都

为 １ ２ ￣ １ ６版
， 并增印抽印本 ，

通过中国知网会感到十分欣慰 。

全文上网 。 自 ２０ １ ３年起 ， 实行全彩印 ， 页码《考古 》 发展到今天 ，
取得的上述进步

由 ９ ６页调整为 １ ０４页 。 ２０ １ ５年 ，
刊物扩容 ，
和成绩 ， 归功于几代 《 考古 》 编辑 的不懈努

由 １ ０４页调整为 １ ２０页 。力 ， 归功于杂志所在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这些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得到了学研究所各个部门的密切配合 ， 更要归功于全国

界的好评 。考古学界同行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 作为现

在 《 考古 》 几代编辑 的 努力之下 ，
在任主编 ， 我要向 《考古 》 的作者 、 编辑以及对

全国考古学界同行们的帮助和支持下 ，
《考《考古 》 成长和发展做出 了贡献的所有人表示

古 》 取得 了
一些进步 ， 获得了

一些奖励 。 先诚挚的感谢和 由衷的敬意 ！ 也希望继续得到大

后荣获
“ ’

９５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
”

、

“

中家的帮助和支持 ， 使 《考古 》 永葆青春 ， 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
”

（ １ ９９ ５年 ） 、

“

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

仇士华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夏鼐先生曾评说 ：

“

世界上好些地区的可以按田野考古层位和文化分期采集
一系列

史前年代学 ，
由于有了

ｌ４

Ｃ测年方法而引起有确定年代的代表性样品 ，
测出一系列高精

了很大的变革 ， 人们称之谓
‘

放射性碳素革度
ｌ ４

Ｃ年代数据 ，
用髙精度的

１
４

ｃ年代 －树轮年

命
’

。 我国也由于
１４

ｃ测年方法的采用 ， 使不代校正曲线同时做树轮年代校正 。 因为这些

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 的框样品在考古上有相对的时序 ，
同时做树轮年

架 ， 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有 了确切的年代代校正时能相互制约 ，
因而校正后样品的 日

序列而进入了
一个新时期

”

。历年代误差可大为缩小 。 这被称为
“

考古系

１
４

ｃ测年方法经过长期改进和完善 ， 测定列样品测年方法
”

。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就用

精度有很大提高 ， 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建立了此法测出 了从龙山文化直到西周 的大量
１ ４

ｃ年

高精度的
１ ４

ｃ年代－树轮年代校正曲线 。 现代代数据 。 经系列样品方法研究 ，
在各阶段都

中 国考古学的发展为研究中 国古代文明开拓有比较精确可靠的特征年代数据作为支柱 ，

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
从龙山文化到西周在时组成了从龙山文化至西周晚期年代误差大为

间上紧密相连 ，
文化分期也 比较清楚 ，

所以缩小的考古年代框架 。 例如 ，
根据晋侯墓Ｍ ８

．

５  （总 １ ３ ２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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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出晋献侯苏 的年代为公元前 ８０８± ８年 ， 同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 １ ７５０年 ；
根据新砦遗

《史记 》 记载相合 ；
根据沣西遗址测 出武王址的测定与研究得出新砦文化期的年代约在公

克商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 １ ０５０
￣

１ ０２０年 ；
根元前 １ ８５０

￣

 １７５０年间 ； 登封王成岗大城的年代

据殷墟的测定 ，

一期晚和二期的年代范围在应在公元前２ １世纪早中期 ； 陶寺龙山文化的早

公元前 １ ２６ １
￣

１ １ ９５年 ， 完全支持天文推定的期 ， 经长期测定表明不会超过公元前２４世纪。

武丁年代在公元前 １ ２ ５０￣１ １ ９ ２年
；
测定二里上述

一条链式的 、 比较细致可靠的考古

冈文化上层
一

期偏早的原编号为 ９８ＺＳＴ １ Ｊ３ Ｓ２年代框架 ，
以及丰富的考古内涵 ， 对结合古

水井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 １ ４００± ８年 ；
根据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是极为有利的 。 与

郑州商城和二里头遗址测 出二里头 文化和此同时 ， 同黄帝 、 颛顼 、 帝喾时期相当的庙

二里 冈文化分界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１ ５００多底沟二期考古文化 ，
也值得考古界予以更多

年
；

根据二里头文化一 、
二期分界年代在公的关注 。 如果无视考古年代框架进行研究 ，

元前 １ ７００
￣

 １６ ８０年间 ，
可以推定二里头

一

期的可能会走弯路 。

卢兆荫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考古 》 自创刊至今 ，
已届耳顺之年 ，如 ，

２０ １ ３年在编辑体例上的改进 ， 将原来集

值得热烈庆贺 ！ 它是建国后最早发行的考古中在刊后的图版改为随文发表 ，
刊物的篇幅

学期刊 ， 作为主要公布考古调查 、 发掘简报也 由 ９ ６页增加为 １ ０４页
；

２０ １ ５年 ， 随着稿量

和研究成果的平台 ， 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的不断增加 ， 刊物的篇幅又增至 １２０页。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可以说 ， 《考古》 的发《考古 》 １ ９９ ５年荣获首届
“

优 秀社科

展历程
，
正是新中 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过程学术理论期刊奖

”

，
１ ９９８年被评为

“

全国百

的缩影和真实反映 。种重点社科期刊
”

之一
，
此后多次荣获优秀

６０年来 ， 随着我国田野考古规模的不断期刊奖 。 作为长期在 《考古 》 编辑部工作的

扩大 、
重要遗址的陆续发现和发掘 ，

新的具人员 ， 回顾 《考古 》 ６０年来的发展历程感到

有重要历史价值 、 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由 衷的欣慰 。 我于 １ ９ ７８年到编辑部工作 ， 直

物大量出土 ，
考古学研究水平也相应地不断至退休 。 退休后又返聘 回编辑部 ， 做些力所

提高 ， 高质量 的研究成果与 日俱增 。 在广大能及的工作 。

“

落红不是无情物 ， 化作春泥

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和爱护下 ，
《考古 》更护花

”

（ 《 己亥杂诗 》 ） 。 《考古 》 堪比

的内 容质量和编辑水平也不断地有所充实和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奇葩 ， 我谨以
“

护花
”

的

提高 ， 尤其是近 几年 的发展更为显著 。 例
“

春泥
”

自勉之 。

白云翔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６ ０年过去了
， 《 考古 》 （ 时称 《 考古明天的思考和期盼 。

通讯 》 ） 已经从一株破土而 出 的幼苗成长为《考古 》 杂志作为我国重要 的考古学术
一

棵枝繁叶茂 的大树 。 ６０年间 ， 有过风雨 ，期刊之
一

，
如何做好今天 、 更好地走向明天？

有过艰难 和曲 折 ， 但在
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我想起了夏鼐先生３０年前对办好 《考古 》 提出

共同努力下 ， 它始终在茁壮地成长 、
不断地的要求 ：

“

从大处着眼 ，
从小处下手

”

。 那

进步 。 在纪念创刊６０周年之际 ， 作为既是读么
， 什么是

“

大处
”

呢？ 在我看来 ，
就是我国

者
、
又是作者并且还曾经是编者的我 ，

在感考古事业的大势 ， 考古学发展的大势 。

慨
“

岁 月 如歌
”

的同时 ， 更多地是对今天和当今我国 的考古事业 ， 不仅与６０年前相

？

６ （总 １ ３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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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可同 日 而语 ，
即使跟 ３０多年前相 比也已加到近２０种 ， 同时还有 １ ０多种不定期连续出

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 譬如 ，
我国的文化遗版物 。 考古学已经不再仅仅是

“

象牙塔
”

中

产事业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的学术研究 ， 而是正在逐步走向社会 、 走向

要组成部分 ，
日益受到 国家的重视和 民众的大众。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

关注 ， 而考古事业又是其极为重要的
一环 。导下 ， 努力建设中 国特色 、 中国气派 、 中 国

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 、 展示和利用的结合风格的中国考古学 ，
已经成为我国考古学界

日 益紧密 ，
因考古发掘和研究而被列为世界的历史使命 ， 也是当前和今后

一

个时期我国

文化遗产的古遗址和古墓葬 日 趋增多 ，
全国考古事业发展的总体态势 。

范围 内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兴未艾 ， 文物就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中的地位和

保护 已经成为各考古文物研究机构 的 日常工作用来看 ，
已经并且正在发生深刻 的变化 ，

作之一 。 全国的考古研究机构 日益增多 ，
不无论学术理念 、 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范式 、

仅各省 、 市 、
自治区都设有专门 的考古文物手段等 ， 都已经跨越了单向从国外引进 、 吸

研究机构 ，
而且许多地 、 市也设有专门的研收和借鉴的

“

学习
”

阶段 ，
与外国考古学开

究机构 。 考古队伍迅速壮大 ， 中国考古学会始了真正的
“

对话
”

和
“

互动
”

。 中国考古

现在拥有 １ ２０多个团体会员 ， 个人会员 已多学正在大踏步地走 向世界 ，
正在 日 益深度地

达２２ ００余人 。 考古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融合于世界考古学体系之中 。 当然 ，
我们对

成 ，
全国不仅有近 ２０所高校拥有从本科生到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 中 国考古学真正走

硕士 、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体系 ，
而且还有 ３０向世界还任重道远 。

多个高校培养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 。上述新的形势 、 新的任务 、 新的态势 ，

就考古 学来说 ， 学科 建设逐步完善 ，既是机遇
，
更是挑战 。 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全

考古学已经不再是历史学下面的
一个二级学局

，
洞察态势 ，

顺应潮流 ， 与时俱进 ，
不断

科 ，
已经成为与 中 国史 、 世界史等比肩 的

一

创新 ， 准确定位 ， 突出特色 ， 以便在新的历

级学科 。 考古学的学科理念不断进步 ， 考古史条件下让 《考古 》 杂志在我国考古事业 的

学研究的重点 已经从文化谱系的构建等转移发展中更好地发挥
“

服务学术 、 繁荣学术 、

到古代文明和古代社会历史的全面阐释 ，
研引领学术

”

的作用 。

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展 ，
学科体系正在逐步完

“

大势
”

在变 ，
我们的刊物

“

应势而变
”

善 。 田野考古丁作正在从以抢救性考古发掘是必然的 ， 但我们还应当坚持
“

不变
”

，
这

为主战场 向着抢救性考古发掘和主动性考古就是继承和发扬 《考古 》
６０年来形成的优 良

发掘并行 、 并重 的方 向演进 ，
学术研究 、传统 ， 尤其是严谨 、 求实 、 扎实的学风 ，

科技融合 、
文物保护 、

展示利用的
“

四位
一更是应当始终摆在办刊 的首位 ， 坚持不渝 。

体
”

格局正在成为 田野考古的新常态 。 考古１ ９ ８４年 ５月 ， 夏鼐先生在 为
“

《考古 》
二百

发掘和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不断进步 ， 各种现期纪念
”

撰写的 《 回顾和展望 》

一文中说 ：

代科学技术更加广泛 、 更加深入地应用于考
“

我们要实事求是 ，
要慎重 ， 不要把太不成

古发掘和研究 ， 科技考古迅猛发展 ，
多学科熟的甚至于错误的东西拿出来充数 。 研究论

合作研究逐步深人 。 长期 以来尤其是最近 ２〇文一般都要能实事求是 、 条理清楚 、
逻辑性

多年来积累的数量庞大 、 类型多样 、 内涵丰强
，
有说服力 。 田野考古简报也要提高写作

富 的田野考古资料 ，
正面临着系统整理和深水平 ， 文字部分要写得有条理 ， 明 白扼要

，

入研究的任务 。 我国的考古文物类专业性学还要能说明问题
”

（ 《考古 》 １ ９ ８４年第 ５期第

术期刊 ，
也 已经由 《考古 》 创刊时的 ３种增３幻页 ） 。 ３ ０年过去了 ， 但夏鼐先生的话并

．

７ （总 １ ３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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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时 ， 尤其是事业大发展但学风并不尽如人意的今天 ，
更值得我们牢记 。

朱乃诚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考古 》 自 １ ９ ５５年创刊 （ 创刊名 《考古３０年来多方位引入的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

通讯 》 ，

Ｉ ９ ５９年更名 为 《 考古 》 ） 以来
，
已中的运用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对考古学的各种

历
一

甲子 。 这是值得庆祝的 。 ６０年来 ， 《考形式 的渗透 ， 中 国考古学的技术与手段 ，

古 》 重视及时发表第
一

手考古调查与发掘 的已经非昔 日可 比 。 这只要看看近３０年的 《考

原创资料以及重要的研究理论文章 ， 为推进古 》 便历历在 目 。

中 国考古学 的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 我从然而 ，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 中 国

１ ９７５年开始阅读 《考古 》
，
从中获益匪浅 ，考古学研究的标准化 ， 远远没有达到 。 虽然

是我不断成长的 良师益友 。 集４０年学习 《考在政府部门 的倡导下 ， 在
一些科技考古 、

文

古 》 的体会归纳 为
一

点 ： 《考古 》
一

直站在物保护 、 考古辅助工作等领域中初步开展了

学科发展的前沿组稿发文 ，
因此能够不断地标准化的工作 。 但在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引导着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 ， 从而被公认方面 ， 尚未进行标准化的探索 ， 尤其是在考

为中 国考古学最为权威的学术刊物 。古类型学这
一主要研究方法中 ， 尚未引人标

回顾近百年的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准化展开研究 ， 致使考古类型学这
一

重要的

可 以看到 ， 各个重要的考古发现是中 国考古方法在近 ２ ０多年来发展缓慢 。 考古类型学

学学科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点 ， 而理论与方研究 向标准化发展 ， 应是 中 国考古学进
一

法以及技术与手段 的发展 ，
是引导考古学飞步向科学化发展 的重要方 向 。 相信这也将

跃发展的重要标识 。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是 《考古 》 引导 中 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 又

法 、 技术与手段正在不断地完善 ， 尤其是近
一重要 内涵 。

朱凤瀚 （
北京大 学 中 国 古代史研究 中心 ）

《考古 》 杂志到今年已创办６０年整 ， 在第
一

篇初出茅庐的文章 ，
对内蒙古哲盟大沁

见证与反映了中 国考古学半个多世纪发展历他拉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作踏查的简报 ， 也

程的同时 ， 自 身也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界乃至是在 《考古 》 杂志发表的 。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国 内外最负盛名的学术叶 ， 对我这样一个仅依靠 自学而希望能走入

刊物 ６ 对于我个人来说 ， 尤其对 《 考古 》 怀考古领域的青年的来稿 ， 《考古 》 编辑部的

有
一种特别的感情 。 这里想讲一下我与 《考徐元邦先生并未因其浅陋而弃之 ，

而是认真

古 》 亲密接触的两件事情 。 首先要说的是 ，地审阅 ，
且将这篇稿件交给安志敏先生 ， 安

正是 《考古 》 引 领我走进学术殿堂 。 还在２０先生特意给我回了
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 帮助

世纪 ７０年代初 ，
我刚从下乡 知青选调为科尔我修改文章 。 后来 ，

这篇简报在 １ ９７ ９年第 ３

沁草原深处一个偏僻小城的中学教师 ， 在当期的 《 考古 》 上获得刊登 ，
我记得当时 《考

时极端缺乏学术气氛 、 期刊架子上学术刊物古 》 好像才刚刚恢复 了稿酬制度 ， 我高兴

几乎空空的时候 ，
经

“

文化大革命
”

而刚复地获得４５元稿费 ，
使我有盘缠得以去张家 口

刊的 《 考古 》 ， 在非常枯闷的环境中 ， 给我地区张忠培先生主持发掘的庄窠遗址工地学

打开了一扇通向学术绿洲的门户 。 我最初的习 。 要讲的第二件事是 ，
２００７年初

，
我从香

考古知识 ， 完全是从仔细地阅读 《 考古 》 上港获见对属
“

夏商周断代工程
”

重要课题的

发表的简报与学术论文获得的 。 而且 ， 我的西周金文年历研究有极大影响的西周青铜器

■

８ （总 
１ ３ ２８ ）

．



王巍等 ：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 《考古》 的历程

铭文 ， 当时断代工程正在讨论结题报告 ， 为识与寻找作为唐叔初封地的唐国遗址都有重

能早 日使学界了解这
一重要资料 ，

我求助于要启 示意义 ，
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李伯

《考古 》 杂志主编王巍先生 ，
王先生遂请副谦先生 曾有专文论述这篇铭文的学术价值 。

主编施劲松先生处理 ， 在当 时第 ３期稿件已我从 自 己亲身经历的这两件事例 ，
深感 《考

安排满的情况下 ， 采取措施将我介绍这篇重古 》 所具有的对作者 、 Ｘ＃考古科学高度负责

要资料的论文及时地刊于这一期中 。 这篇文的精神 。 最后
，
我衷心祝愿 《考古 》 在未来

章所提供的信息 ， 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能一如既往地热情培养立志为 中国考古学献

组立 即在清华大学为此专门 召开了
一天的研身的青年学子 ， 成为他们成长过程 中的 良师

讨会 ， 并对 《考古 》 杂志的支持给予了深切益友 ； 能继续发挥 自身优势 ， 更关心 、 更及

的感谢。 也正是这篇铭文所附载的新信息 ，时地报道有助于考古学发展的属于学术前沿

不仅促进了对西周金文历谱的新思考 ，
而且的新资料 、 新成果 ，

在推动考古学科的学术

对于进
一

步深化对天马－

曲村晋侯墓地的认创新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

任式楠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为 回顾 《 考古 》 历程 以纪念 《 考古 》出并订正差错有数十处 ， 还 曾 明示编辑部开

创刊６０周年 ， 骤生
一

念 ，
不揣冒 昧以

“

夏鼐会 ， 重 申编辑质量要求 。 夏鼐面对已 出版期

与 《 考古 》 期刊
”

为题 ， 以体现夏鼐对 《考刊上的文字差错也不回避 ， 曾将读后 的 《考

古 》 创办 、
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 。 主要通过古 》 １ ９６３年第４￣１ １期 、

１９８２年第 １期写出两

撷取 《夏鼐 日记 》 中素材 ，
希望能勾划出

一

份勘误表交给编辑部 ， 从这点滴处也可反映

个并非完整的轮廓 ，
现归纳为三方面表述。出他的

一种责任和耐心 。

一

、 组织领导 ，
深入工作 。 １ ９５４年春 ，二 、 审阅稿件 。 夏鼐审阅 《考古 》 各类

经过本所领导 的考量 和在研究人员 中的 酝稿件数以百计
，
日记中记录有相当数量稿件

酿
，

５月 １ ９ 日
， 郑振铎所长正式与夏鼐商谈的作者姓名 、 篇名 ，

分别冠以
“

审阅
”

、

“

审

《 考古通讯 》 及 《 报告集 》 问题 。 ５ 月 ３ １查
”

、

“

阅
”

字样 。

一般由编辑部择要交他待审

日
，
夏鼐约请北京大学 、 社管局 、 本所共 ６稿 ；

也有些是作者面呈 ， 他阅后则当面还给作

人开会筹备创办 《考古通讯 》 。 ７月 ７ 日
， 由者并谈及意见

；
个别为作者邮寄给他 ， 他往往

郑所长主持召开 《考古通讯 》 编委会 ， 夏鼐专有信函回复 。 无论哪种方式 ， 他通常都有书

被推定为该刊主编 。 从此 ， 夏鼐作为所领导面意见 。 我们有切身体会 ，
夏鼐审阅各类文稿

主管 ， 围绕办刊长年累月 持续地进行了一系所写意见和批注 ， 大小问题都很具体 、 准确 ，

列工作 ，
主要包括调配编辑人员 力量 、 商定既抓住论点 、 论据 、 提法

， 同时涉及文理 、

编辑方针要求 、 审定工作计划 、 审阅稿件 、结构 、 技术性方面 。 对所内有些稿件还直接

决定用稿 、 校阅校样 、 对外要务联系 ， 等加 以修改 。 夏鼐一生对众多作者 、 单位集体

等 。 除经常性工作外 ， 自创刊以降 ，
夏鼐又的大量文章 、 书稿 （ 有些属所外委托审稿 ，

不

在期刊更名改版 、 扩容增期 、 复刊再起 、 纠是致本所的投稿 ） 的审阅意见和批注文字 ， 实

正
一

度偏差重上正轨等几个节点上 ， 他身处是一笔丰富的学术资料遗产 ， 我们现在难以见

独特位置 ， 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到 。 而从 日记中 ， 他对很少的 《考古 》 稿件 ，

需要强调的是
， 他切实担当主编职责 ，留下寥寥数语的评说 ，

实属难得。

十分重视校阅 （ 审阅 ） 期刊校样 ， 按期细查１ ９ ６０年 ６月 ２ 日 审阅 张勋燎 的 《 〈 关于

纠正
，

一丝不苟 。 偶有在
一

期校样上 ， 他查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 题 〉

一文的商

？

９（
总１ ３２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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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 》
，
认为

“

批判许顺湛 的各点甚是
”

。 后１ ９８ ３年 １ １月 １ ０ 日 ，

“

阅 曲贵春 《璇巩考

该文刊于 《考古 》 １ ９６ １年第９期 。辨 》 稿 ，
乃 《考古 》 编辑部送来 ，

约 １ ６０００

１ ９７ ３年 ８月 １ ３
、

１ ４ 日
， 针对河北省博 、来字 ，

退稿给编辑室 ， 请其另找人审查 。 他

省文管处来稿 《 河北 藁城 台西村的 商代遗仍坚持
‘

璇玑
’

乃天文仪器之说 ， 无可理

址 》 所记铁刃铜钺这件极重要文物 ， 专写了喻 ， 又以
‘

兼与夏鼐同志商榷
’

为副题 ， 不

千余字的 《读后记 》 ， 指出
“

似乎并不排斥便审稿也
”

。

这铁是陨铁的可能 ， 还不能确定其
‘

系古代学术期刊的核心支撑当在积累有质量 、

冶炼的熟铁
’”

；
最后提出

“

我们以为这次所高水准的学术作品 。 夏鼐审稿把关 ， 是期刊

发现的青铜利器的铁刃是否系冶炼的熟铁 ，得以保持较高水平 的重要环节 ， 同时他对来

还有待进
一

步的分析研究
”

。 《读后记 》 附在稿中的许多作者进行了切实帮助 、 指导 。

该考古简报篇末
一

并刊发在 《 考古 》
１ ９７ ３年三 、 个人撰文 。 在 《 考古 》 上

， 载有夏

第 ５期 （ ９月 份发行 ） 。 之后
， 夏鼐 与国家文鼐 的论著 、 综述４６篇

， 中外图书评介 １ １篇
，

物局 、 简报作者及科技院校研究单位等几方中外人物传略 、 纪念９篇 ， 大会讲话 １篇 ， 目

多次联系洽谈 ， 最终于 １ ９７６年年中发表了权录索引 １篇 ， 其他 ６篇 。 其 中少数文章署名作

威的鉴定研究论文 ， 完全证实了夏鼐最初的铭 、 竺敏 ＜＝ 此外 ， 还有他撰文和译文而以另

论断 。 从 中可见夏鼐的学识 、 科学态度和锲种方式刊发的若干篇 。 夏鼐发表在该期刊上

而不舍的探究精神 。的多领域研究成果 ， 是他整个学术成就的重

１ ９７７年 １ １月 ３０ 日 审阅孙作云的 《古代器要组成部分 ，
无疑也提高了该期刊 的学术品

物纹饰所见的动植物 》 ，
认为

“

有许多以图位和影响力 。

腾崇拜来解释 ， 殊嫌牵强 ， 建议退稿
”

。总之
，
夏鼐为 《考古 》 的创办 、 发展

，

１ ９ ８３年 ９月 １ １ 日审阋杨泓的 《 日 本古坟殚精竭虑 ， 真诚奉献 ， 由 他奠定 了坚实基

时代 甲 胄及其和中国 甲 冑 的关系 》 ，

“

签注础
， 树立了办刊优 良传统 ， 带出了编辑人才

些意见 ，
这文值得发表 ， 并且估计发表后 日团 队

， 促进了学术繁荣并扩大了学术传播 ，

本方面便会立 即译成 日文
”

。 后该文载 《考后人从他办刊的这段历史 中 ，
总能受到感

古 》
１ ９８５年第 １期 。悟 、 教益和激励 。

刘庆柱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 考古 》 创刊 ６０周年之际 ， 我们 以笔学学术研究方面 ） 经验
”

。 为了保证刊物的

谈形式进行纪念。 就是在我动笔的时候 ，
我

“

全 国性
”

、

“

学术性
”

，
夏鼐先生提 出 由郑

看到 ６０年前的今天—— １ ９ ５５年５月 ３ １ 日 的一 振铎 、 夏鼐
、 翦伯赞 、 向达 、 尹达 、 裴文

份历史资料 ： 文化部社管局 、
北京大学考古中 、 吴晗 、 王冶秋及各地的代表曾昭燏 、 李

专业 、 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考古所会议文信 、 冯汉骥 、 陈堯庭等先生组成 《考古通

室联合举办 了
“

筹备 《考古通讯 》 工作座讯 》 编委会 。 为 了办好 《考古通讯 》
，
夏鼐

谈会
”

， 出席会议的有夏鼐 、 向达 、 苏秉琦先生还提出 由文化部社管局 、 北京大学考古

（ 代表翦伯赞 ） 、 高履芳 、 谢元璐 ， 夏鼐先专业和考古所三家共同组成编辑部 ， 只是由

生主持会议 。 夏鼐先生在工作报告中指出 ：于有的先生认为教学任务繁重无法承担 ，
编

“

《 考古通讯 》 是联 系全 国各地从事文物辑部的组成最后只好落在考古所身上 。 夏鼐

工作的考古工作者
”

的刊物 ， 《考古通讯 》先生当时对 《考古通讯 》 的定位与其所确定

的任务是
“

刊载新的发现和交流工作 （ 考古的办刊方针 ，

６０年来我们
一直遵循 ， 从而使

－

１０ （总１ ３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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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等 ： 中 国考古学的发展与 《考古》 的历程

《考古 》 （ 即 《考古通讯 》 ） 经过一个
“

甲国考古学的
“

科学园地
”

、 成为 中国科学的

子
”

的发展
，
越来越成为中 国考古工作者真

一张享誉世界的
“

科学名 片
”

！６０年在人类

正的
“

学术家园
”

、 成为引领中 国考古学发历史长河是短暂的
一瞬

，
但是 《考古 》 人会

展的
“

学科旗手
”

、
成为世界学术界认识中

一

代又
一

代使之健健康康的发展 ！

许 宏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目前 ， 中 国考古学正处于
一

个重要 的起了其应有的 学术责任 。 随着研究 的逐 步

转型期 。 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看 ，
学科深入和学科分支的不断细化 ，

人文学科的

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
“

碎片化
”

的倾向 ， 我

所谓文化史的研究转向 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们的学科也不例外 。 对具体遗存 、
具体问题

究 。 而从研究主体 ，
即研究者群体状况的角的微观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础 ， 当然不能偏

度看 ， 我们正步人
“

后大家时代
”

， 必须准废 。 在 目前学科转型的过程 中 ，
除了具有示

备迎接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
“

断奶期
”

。 在范意义的 田野考古报告 、
简报的选用外 ，

还

这样一个学术权威缺失 、 学术思维多元化 、应加强对关涉学科发展前途的理论与方法论

充满活力 的变革时代 ， 学界需要充分的讨论的研究 ，
加强对国外考古学理论 、 方法的

和思想的碰撞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 从而推介 ， 鼓励相关理论方法本土化实践 的探

推进学科的发展 。 而这个讨论和思想碰撞的索 ， 加强学术史 的研究 ，
开展健康 的学术

窗 口
， 就应该是学术刊物 。讨论与学术批评 。 这是学术之需 、 时代之

《考古 》 在 中 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过需 ，
是推进 中 国考古学学科稳步健康发展

程中 ， 曾经起到 了导向 和引领的作用 ， 担负的必由之路 。

杜金鹏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 考古 》 月 刊历来以
“

高
”

、

“

稳
”

著阶段 ，
因此有必要大力倡导和扶持 ，

以使我

称 ，
即对作者和编者要求高 ，

务求发表的作品们的考古学科在文化遗产科学体系中发挥更

都具有较高水平 ， 务使所有作品均具有较高学大作用 。 亦即 ， 要在传统的考古研究领域之

术价值 ；
而其形象风格 ， 则尽量淡雅 、 稳重 ，外 ， 加强对文保领域科研成果的报道介绍 ，

从而树立
一个朴实无华的纯学术刊物形象。促进考古活动中的文保工作 。 这是一个新的

为使 《考古 》 吸引更加广泛的读者 ，
更领域

，
而本刊有关考古资产保护和实验室考

好地为 日 新月 异的考古学服务 ，
建议编者在古的报道 ，

已经有了 良好开端 。

“

新
”

与
“

活
”

方面更上
一层楼 。另 外 ， 在 内容 、 版式 、 文风方面 ，

也

文化遗产保护正成为 考古界 的学科核可适时 、 适 当灵活变化
，
在严肃的学术舞台

心任务之一 ， 考古遗址 、 发掘现场 、 出土文上
，
有多种流派的剧 目 呈现。

物必须及时和有效保护 ，

日益成为考古界的但 ， 希望 《考古 》 万变不离其宗
——严

共识 。 但是 ，
我国考古领域里的文化遗产保肃学术刊物的定位 ， 高质量高水平的要求 ，

护 ， 其理论与方法 、 技术的研究 ，
还在初步认真周到的服务 。

杜德兰 （
ＡｌａｉｎＴｈｏ ｔｅ

） （ 法 国 高等研冗 实践学 院 ）

自 １ ９ ５ ５年创刊 以来 ， 《考古 》 经历 了重 的耳顺之年 ， 成为 国际知名 的优秀刊物 。

它
“

人生
”

的数次蜕变 ， 今天走到 了 令人敬６０年来 ， 《 考古 》 的每
一

期上都会发表发

■

１ １ （总 １ ３ ３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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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报告 ， 其中不乏引起轰动 的重大考古发我们对前帝 国时期文 明 的认识有 了 显著的

现
， 也发表居于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 。 《考进步 ，

相关研究也愈加深入 、 细致 。 今天

古 》 的这
一

惊人进步是与中国考古学的整体的 《 考古 》 在保持传统优势的 同 时 ， 也拓

发展 同步的 。 今天的它更加开放 ，
也面对着展 了新的领域

， 其中科技考古 的地位尤 为

新的课题 。 就商周 时代而言 ， 它的贡献是不突 出 。 它也是介绍 和研讨最新考古学科理

言而喻的 ， 从中我们持续了解到该领域的重论
、 特别是 田野发掘方法和视域的 主要 阵

大发现 ， 如偃师二里头 、 偃师商城 、 殷墟洹地 。 今后的 《考古 》 也应该为那些不怎 么

北
、
安阳花园庄东地等遗址 。 西周时期则有轰动 的 、 但具有重要价值的考古发现 留 出

渭河流域 、 长安 、 沣西 、 扶风 、 岐山以及北 一席之地 ， 也应该关注青铜时代居 民 日 常

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遗址的考古报告 。 东周生活的研究
，
如居住模式 、 村落构造 、 聚

阶段又有山东临淄齐故城 、 陕西秦都雍城 、落分布 、 环境及古代景观的变化等 。 这应

河南商丘宋 国故城及湖北宜城楚 皇城等诸该是 中 国 考古学 、 也是 《 考古 》 杂志未来

侯 国都城遗址 与大墓的发掘简报 。 由 此 ，的发展方向 。 祝 《考古 》 永葆青春 。

李学勤 （ 清华大学历 史 系 ）

《考古 》 创刊６ ０周年 ， 是一个非常值得仔细看来 ， 不少长文其实完全是可以压缩的 ，

纪念 的 日子 ， 我们都应该表示祝贺 ， 希望这写短
一

些不仅不影响 内容 ， 还可提高质量 《 请

一刊物越办越好 。 我个人有三点小小希望 ，看我们前辈学者的文章 ，
少有那么冗长的 。

写在这里 ，
不知是否恰当 。第三个希望 ，

是 《 考古 》 能更多地安

第一个希望 ，
是 《考古 》 能更多更及时排书评 ，

最好做到重要的著作和报告都有评

地组织和刊登考古新发现的讯息与简报 ， 使论 。 国际上学报性质的刊物 ， 几乎
一

定要设

读者得以更迅速地了解学科进展的现状。 范立书评专栏 ， 有的篇幅占到半本 ，
是大家都

围 自 当以国 内为主 ，
可能时也介绍

一下世界熟悉的 。 同时评论必须实事求是 ，
不能只说

各地的新发现及研究成果。什么
“

填 补
”

了某种
“

空 白
”

云 云 。 这
一

第二个希望 ，
是 《 考古 》 能更多地提倡点大家都晓得 ，

然而好像就是做不到 。 《考

言简意赅的研究文章 。 近年有的学术论文越来古 》 如能再做努力 ， 在风气上来
一个突破 ，

越长 ， 有的长到令人实在没有办法读完 ，
可是必能更多得到读者的赞扬 。

张长寿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我是 １ ９ ５ ６年调来考古研究所的 ，
之前化的定名 问题 》 ， 《长江流域考古问题 》 等 。

《考古 》 杂志已发行
一年多了

，
起初称 《考关于碳十四年代测定问题 ，

更是禅精竭虑 。 先

古通讯 》 ， 为双月 刊 ， 后改为 月 刊 ， 更名是介绍碳十四测年的原理及其在考古学中的作

《考古 》 ，
至今已创刊６０周年了 。用

，
继而招延后才

， 自力更生地创建起全国第

《
考古 》 原为资料性刊物 ， 经过几代人一个碳十四测年的实验室 ， 待积累到

一

定数量

的培育
，
如今 已茁壮成长为考古研究所 、 乃的测年数据后 ，

又率先示范 ，
发表 《碳－

１ ４测

至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学术性刊物 。定年代和中 国史前考古学 》 ，
为新中国的史前

夏鼐先生和老
一辈的专家对 《考古 》 倾考古的年代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注了大量的精力 。 夏所长对当时考古界的学术 我来考古所后在第二研究室工作 ， 长期在

问题每每著文指明方向 ，
如 《关于考古学上文夕 卜发掘

，
凡有重要发现 ’

均在 《考古 》 发表简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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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 偶有小品
，
亦备选用 ， 聊尽绵薄之力耳。老而弥坚 。 我坚信 ， 有全国考古人的呵护 ，

现下 ， 人到六十就要退休 。 而刊物则《考古 》 必将叶茂根深 。

陈星灿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今年是 《 考古 》 杂志创刊 ６０周年 。 ６ ０的 。 也可以说 ， 我们对中 国史前考古文化的

年来 ， 《考古 》 发表了数以百计的重要的考认识和理解
， 更多是通过 《考古 》 获得的 。

古调查和发掘简报 ， 更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 考古 》 是 ２０世纪后半期以来 中国考古学成

研究论文 ， 产生了广泛而深人的社会影响 ，长壮大的
一

个缩影 ，

一

种见证 ，
也是引领 中

《 考古 》 不仅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有影国考古学发展的
一

个重要舞台 。 现在 ，
虽然

响力的刊物之
一

， 也因此跻身国际知名刊物调查和发掘简报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 但是各

的行列 。 现在 ，
研究 中国 、 东亚乃至全球古种研究论文 ， 特别是采用新理论 、

新技术 、

代史的综合性著作 ， 大都离不开 《考古 》 ，新方法的众多研究成果 ，
也在 《考古 》 上占

它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有越来越多的 比重 。 许多新技术 ， 从碳十四

就新石器时代考古而言 ， 裴李 岗 、
磁测年 、 铅 同位素 比值分析到残 留物分析等

山 、 兴隆洼 、
上山 、 半坡 、 庙底沟 、 大汶等 ， 也多是通过 《 考古 》 在 中国考古界得到

口
、 马家浜 、 崧泽等一系列举世闻名 的遗址了广泛的认知 。 作为现代中国考古学最重要

是通过 《 考古 》 最先被人所了解的 ， 中国史的刊物之
一

， 我 希望 《考古 》 以更严谨 、

前文化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仰韶 文化－龙更 开放 、 更 多样化 的 姿 态从容地走 向 世

山文化二元对立 ， 发展为仰 韶－龙山 －二里界
，
以更加优异 的成绩迎接她的第二个 甲

头－商文明 的一元论 ，
再发展为多元

一体的子的到来 。

多元论 ，
也多是在 《 考古 》 这个舞 台展开祝愿 《考古 》 青春永驻 ，

越办越好 ！

杨 泓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考古 》 月 刊 １９５ ５年创刊时名称是 《考考古工作的新形势 ， 建立中 国考古学体系 ，

古通讯 》 ， 是双月 刊 ， 那时我还是北京大学积极开展综合研究 ， 更多的报道好田野工作

的学生 ＾１ ９５ ８年秋我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和资料整理工作 ， 交流工作经验 。 决心和全

究所的研究实习员 ， 先在丹江水库工地进行国考古工作者
一

起共 同办好这个刊物 。 从

了
一个季度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田野考古发此

，
《考古 》 月 刊一直坚持学术性和群众性

掘 ， 冬天返所后开始参加考古研究所编辑室的办刊方针 ，
以刊出 的学术论文和工作报告

工作 ， 立 即投入 《 考古通讯 》 改 刊为 《考 （ 主要是及时的考古简报 ） ， 以及有组织的

古 》 月 刊的准备工作 。 １ ９５ ９年正式改版 ，
具学术讨论 ， 影响和引 导全国考古工作 ，

促进

体编辑工作 由周永珍 、 徐元邦和我负责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过程。

当时在
“

大跃进
”

的政治形势下 ， 《 考１ ９６６年
“

文化大革命
”

导致 《考古 》 停

古 》 改刊工作曾受到很多干扰 ， 有人力 图争刊
，

１ ９７ ２年才得以复刊 ，

１ ９７ ３年我又回到编

夺刊物的领导权 ，
改变刊物 的学术性 。 但在辑室 ，

继续参与 月刊的工作 。 及至 １ ９８ ８年 ，

尹达 、 夏鼐两位的坚持下 ， 刊物终于按正确徐苹芳担任所长 ， 对编辑室进行调整 ， 编辑

的方 向前进 ，
夏鼐先生亲 自 撰写 了改版后室只 留下编辑职称的人 ，

所以我离开编辑室

首期致读者的 《编者的话 》 ，
指明 《考古通返回汉唐研究室 。 虽然不再具体参与 月 刊的

讯 》 改名为 《 考古 》 后 ， 希望能够做到适应编辑事务 ， 但并没有切断与 《考古 》 月 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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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联系 。 可以说我为考古研究所服务的历却永葆青春 ，

一

直站在时代前列 ，
引领着中

程
，

正是与 《 考古 》 月 刊的发展同步 的 ，国考古学术研究的新潮流 。

《 考古 》 月 刊改版至今已经５ ６年 ，
这也是我现在 《考古 》 月 刊迎来 ６０周年华诞 ， 谨

从事考古工作的 ５６年 。 不同的是 ， 按照人生此祝愿刊物顺应历史潮流 ， 在新时期继续引
＇

自 然规律 ， 我已衰老退休 ， 但 《考古 》 月 刊导中国考古学向新的学术高峰迈进 。

赵 辉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

今年是 《 考古 》 创 刊 以来的 第 ６ ０个年而
“

区系类型学说
”

的提出 ， 则进
一

步突出

头 。 新中 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也经过了 
６０多个了整体性归纳总结之于认识把握史前历史大

年头 。 作为专业学术期刊 ， 《 考古 》 见证和脉络的重要意义 。 我们可以看到 ， 围绕这个

忠实记录了这
一不平凡的历程 。考古学阶段性任务的发现与研究 ，

是这个阶

新中国成立伊始 ， 中国考古大落大起 ，
段包括 《考古 》 在 内 各种学术出版物的主体

重整旗鼓开展工作 。 但也应当看到 ， 在史前内容 。

考古领域
， 它秉承的学术逻辑相当清晰 ，

即尽管重建物质文化史 的基本任务至今也

２０世纪２ ０年代考古学这门西洋学问在中 国落不能说已经完成了 ， 但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

地以来 ， 经过将成熟于西方学术环境 的技术期明确提出 了 中 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课题后 ，

方法中国化和 明确 了通过考古学物质文化面学术界的兴趣悄然转向这个本质上是关于史

貌的差异探索中 国历史脉络这个基本思路之前社会的复原与研究上来了 。 而我们也看到

后 ， 中国考古学在重建史前时期物质文化发了
，
随着对这个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

聚落

展过程这个大方向上的努力一直持续到 ２０世形态的 田野考古资料
，
文明理论的探讨 ，

动

纪 ８０年代中后期 。 这期间 ， 虽然发生过有关物 、 植物考古等新领域的开拓和ＤＮＡ等大量

仰韶文化为母系还是父系氏族的争论 ， 也有新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文献 、 论述 ， 越来
“

大跃进
”

、

“

文化大革命
”

等非常时期的越频繁地出现在当下学术刊物的版面上。

政治干扰 ，
还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 困惑犹因此 ， 《考古 》 不仅仅记录中国学术的

疑
， 但 自 从夏鼐先生发表了 《 关于考古学发展

，
也一直引领着学术的方向 。 借此 甲子

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 以来 ， 考古学文化的分初周之际 ，
我衷心祝愿这份刊物与时俱进 ，

期 、 分区 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主流 。永德青春 ， 前程远大 ！

施劲松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６０年前 ， 夏鼐先生和老一辈学人曾反复古 》 作为学术刊物的定位愈加明确 。

酝酿创办 《考古 》 的必要性及其宗旨与定位。检索 《 考古 》
６０年来刊发的 内容 ， 除特

＇

《考古 》 发刊词对创刊 的缘由 和 目 的都有说定历史时期外 ，
这两条方针总体上都得到了

明
，
其中

，
有两条方针我认为决定了 《考古 》坚持 。 正因如此 ， 《 考古 》 才始终被公认为

畔的发展 ：

一是
“

面 向全国
”

，

二是
“

学术全国性的学术期刊 ’ 《 考古 》 也才能进入国

性
”

。 《考古 》 虽由考古研究所主办
， 但

一经外著名 的大学 、 博物馆和科研机构 ，
海外发

创刊就面向全国 ， 并以推进中 国的考古事业为行量在中文期刊 中长期名列前茅 。 与创刊时

己任 。 １ ９５９年 《 考古通讯 》 改名 《考古 》 、相比 ， 今天的学科发展和研究背景已发生很

创刊 ２００期时夏鼐先生再次强调研究论文和大变化 ， 但 《考古 》 坚持这两条方针依然具

田野考古报告两者并重 ，
如此种种

， 使 《考有现实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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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 《考古 》 还应有更高远 的 目标 。刊发文章的学术价值 ，
还应注重刊物 自 身所

《考古 》 也需要
“

面向世界
”

，
面向全世界坚持的学术精神 ，

以及在办刊工作中传达出

的作者和读者 ， 面向世界考古学 。 只有把中的学术理念。

国考古学放在
一

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 ， 我们寄希望于 《考古 》 能面向人类共 同的文

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和 自 身 。 在坚持 《 考化遗产 ，
以探索知识 、 探索真理为己任 ， 成

古 》 的
“

学术性
”

时 ， 我们的 目光不仅止于为世界性的学术刊物 。

宫本＿夫 （ 曰 本九州 大学 ）

学术期刊 《考古 》 迎来 了 甲子诞辰 。古学领域中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也是有 目共

值此之际 ， 我谨表示由衷的祝贺 。 对于解放睹 的 ，
可 以说与世界考古学相 比也毫不逊

后的新 中国考古学来说 ， 《考古 》 为考古学色 。 毫不保留地说 ，
现代的中国考古学已成

资料的发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 作为人类历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

为研究中 国考古学的外国学者 ， 贵刊
一

直是作为世界考古学主要支脉之一 的 中 国

获知中国考古学新资料的主要来源 。 此外 ，考古学 ， 在未来的 ６０年里
一

定会有更大的发

《考古 》 也是研究性文章的发表场所 。 因此展
， 其中 《考古 》 期刊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

可以说 《考古 》 是能够时刻反映中 国考古学所起到 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 以往贵刊在彩

科研水平的
一面镜子 。 如此说来 ， 时至今 日版 印刷等编辑工作上下了很大 的功夫 ， 今

通过阅读 《考古 》 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考后编辑方面各种新规则的应用也是发展的趋

古学学术发展的情况 。势 。 例如 电子期刊的制作等 ，
进而作为免费

中 国大陆作为人类文 明 的核心地区 之共享的学术资源面向全球开放 ， 这样的发展

一

，
不是仅仅拥有重要的遗迹遗物 ， 如今在方向是我所乐见的 。 至此

， 我谨祝贵刊越办

前述的历史背景下 ，
这里也是可以获得丰富越好 ， 同时也祝愿中 国考古学的科研水平更

的科学考古发掘材料的地区 。 此外 ， 中国考进一步 。

袁 靖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考古发掘 和研究
一处 遗迹 、

一

个遗期人群的食物结构 ， 古代采集渔猎 、 植物栽

址 、

一

个文化或类型 ， 实际上就是揭示特定培 、 家畜饲养等
一系列食物资源获取方式的

时空范围内 的
一段人类历史 。 如果说当年通形成和演变过程 ， 古人制作各类器物时原料

过对发掘 出土 的人工遗迹和遗物的 形状研的获取 、 工艺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
城市形制

究 ，
可以从时空框架上把握各个考古学文化及建筑物的营造工艺的特征和变迁 ，

古人在

的位置及古迹的形状特征 ，
发挥证经补史的不同时期进行丧葬和祭祀等宗教活动中使用

作用 。 那么现在通过把考古勘探 、 年代测动植物种类的特征 ， 文化与文化之间
一

些特

定 、 环境考古 、 人骨考古 、 动物考古 、 植物殊因 素的交流等等 。 以科技考古的研究结

考古 、
物质成分和结构分析等科技考古多个果为基础之

一

，
与考古学的其他相关基础

领域的研究聚焦到考古发掘的遗址上 ， 则可研究结果相结合 ， 由此进一步凝练为考古

以科学地再现考古学文化及遗迹的 绝对年学 的综合研究成果 ，
这样 的研究层次及 内

代 ， 当时的 自然环境状况 、 演变及与之相适容 ， 才能真正步人 ２ １世纪世界考古学发展

应的人地关系
， 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 、 健康的前列 ，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中发挥 自 己

状况和风俗习惯 ，
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各个时独到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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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走过６０年光辉历程的 《 考古 》 继续荣考古学 、 引领考古学的重要作用 ， 更加注

以发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发掘简报 、 报告重科学性 、 突出理论性 、 强调全面性 、 增强

和论文为特色 ， 进
一

步发挥服务考古学 、 繁规范性 ， 再创新的辉煌 。

高 星 （ 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 ）

《考古 》 走过了 ６０年的历程 ， 为中国考带来诸如动物考古 、 微痕分析 、 残 留物分

古学的发展和学术成果及思想的传播做出 了析 、 食谱分析 、
原料分析 、 用火分析等分支

重大贡献。 该刊近年登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拓展 ； 某遗址或区域高分辨率文化序

简报与论文明显增多 ， 成为常常游离于考古列 的建立
；
定量 、 实证分析取代定性 、 主观

主圈之外的该领域融人主流 、 将我 国考古学判断
；
透物见人 ，

从描述器物转变为关注人

不同时段融会贯通 的重要桥梁 。类行为 ；
聚焦学术热点 ，

致力理论阐释 ；
国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以 地下 的实物资际性加强 ， 中国特色减弱 。

料为对象 ， 研究远古人类的演化过程 、 规律该 领 域 的 发展 仍 然存在 着 困 难 和挑

和机制的一门科学 ， 其关心的核心 内容是古战 ，
包括定位与归属尴尬 ， 在考古学科 中

人类的技术 、 行为 、 生存方式等社会属性 。被边缘化
；

队伍过小且不均衡 ， 高校 中缺

这一学科研究的时限 占据人类历史 的９ ９％
，少合格的 师资力 量 ；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

目前的热点课题包括现代人群起源与扩散 ，材料整理滞后 ， 共享难度大 。 要克服这些

农业起源及前期的知识 、 技能储备 ，
旧石器困难使其得到长足发展 ， 业 内人士需要加

时代文化及 区域传统的成因 ， 气候变化与人倍努力 ，
国家在资源配给和 队伍建设方面

类适应过程等 。 我国在这
一领域呈现新的发应给予重视 ，

而像 《 考古 》 这样重要 的行

展趋势 ： 田野技术和信息提取精度与国际接业学术期刊 的承载与 引领 ，
也会发挥独特

轨 ；
多学科交叉协作 ；

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的作用 。

黄展岳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考古 》 创刊６０年的经历 ， 与国家的时局刊 。 在极
“

左
”

推手管制下 ， 经过一段艰难困

变化大体相一致。 新中国成立初期 ，
考古力量苦的复苏时期 。 幸得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 ， 拨

十分薄弱 ， 为配合基本建设 ，
１ ９５５年创办 《考乱反正 ，

出现改革开放 。 １ ９８３年 《考古 》 恢复

古通讯 》 ，
为双月 刊 。

“

发刊词
”

只要求
“

多为月刊 ， 从此走在拓展与创新的路上 ， 成为国

登一些各地有关发掘 、 清理和调查的简讯
”

，内外知名的社会科学刊物之
一

。 回想过往 ， 不
“

介绍
一

般的考古知识
”

。 随着各地基本建设免留有几分心酸。

的大规模开展 ， 考古工作蓬勃发展 ’１ ９５８年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 考古迎来
“

黄金时代
”

。 各

为月 刊 ，
１９５９年改刊名为 《考古 》 。 各地编写省区 、 市县 ，

纷纷成立文物考古所 、 博物馆 ，

的田野发掘简报大多集中到 《考古 》 上发表 。自办考古文博刊物 ， 有如雨后春笋 ，
呈现百

虽然政治运动不断 ， 《考古 》 尽力配合 ， 发花争艳 、 百舸争流的局面。 其中有不少刊物

表不少紧跟运动的
“

时文
”

， 却屡遭指责
“

紧已薪露头角 ， 广受世人的瞩 目 。 在此情势下 ，

跟不够到位
”

，
甚或勒令停工 自查 。 但总体来《考古 》 已不可能停留在过去

“

荣誉
”

、

“

老

说 ， 《考古 》 在
“

文化大革命
”

前基本上处于大
”

的座位上 ，
不努力进取创新 ， 就可能要

平稳发展阶段 。 １９６６年
“

文化大革命
”

开始 ，落后
“

挨打
”

。 我离开编辑工作 已久
， 仍

《考古 》 被停刊 。 １９７２年率先复刊 ， 退为双月 深有感触。 希望 《考古 》 保持和发扬过去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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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等 ：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 《考古》 的历程

较好的来稿审批制度 ， 帮助作者改稿改图 ，的疑难问题或新问题 ， 扩展考古研究领域
；

与作者建立平等友好关系 ，
顺应时势 ， 改变加强与同类刊物的联系 ，

互通信息 ， 互相支

过去坐等来稿为积极对外征稿约稿 ； 有计划持 ， 取长补短 ， 为繁荣考古事业 ， 提高考古

地组织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共同探讨有争议研究水平而努力 。

梅建军 （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 瑟研究所 ）

关于冶金与早期 中国文明发展的关系 ，
一

文 ， 首次明确提出冶金术经史前丝绸之路

近期的学术研究大致有这样
一些趋势 ：

一是传入中国的可能性 。 该文在海外立即引起了

淡化冶金在 中 国文明 起源 中的作用 ， 认为极大的关注 ， 美国宾州大学的梅维恒教授很

冶金术 的 出现并非文明发生 的必要或基本快就将安先生论文的结论译成了英文 ， 并通

因素 ；

二是认为青铜冶金在中 国的出现和发过当时刚刚 出 现的 电子邮件四处散发 。 可以

展
，
很可能受到了来 自 欧亚草原青铜文化说 ，

安先生在 当时发表这样
一

篇文章 ，
不仅

的影响或刺激 ；
三是提出青铜冶金术与业已需要 勇气 ， 更需要学术远见 。 ２０ 多年过去

存在的礼制传统的结合 ， 导致了组合陶范铸了
， 安先生的

一些重要学术见解正一
一

得到

造技术在中原的兴起 ， 从而奠定了夏商周三验证。 回头看 ， 《考古 》 在重要的学术转折

代文明的物质基础 。 尽管这些见解尚难称定期 引领了时代趋势 ，
对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

论
， 但其展现的活力与生机 ， 正是新时代中铜冶金研究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

国考古学发展 的生动写照 ， 而 《 考古 》 置身用
，
功莫大焉 ！

其间 ， 先知先觉 ，
时时弓 丨领着时代的先机。值此 《考古 》 创刊６０周年 ， 谨撰数语 ，

我清楚地记得 ，
１ ９９３年 ， 安志敏先生在诚致祝贺 ！

《考古 》 上发表了 《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 》（ 责任编辑 杨 晖 ）

〇信息与交流

《考古》
入选２〇 １５年

“

百强社科期刊
”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科学 、 文化事业的期刊奖
”

（ １ ９９５年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

繁荣和发展 ， 建立和完善报刊评价体系和引刊奖一等奖
”

（ １ ９９９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年 ） 、

进激励机制 ， 实施精品报刊工程 ，
重点培育

“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

（ ２０ １ １年 ）
，
被评

和推出
一批具有较强舆论引导能力 、 传播能为

“

全国百种重点期刊
”

（ １ ９ ９８ 、 ２００３ 、 ２０ １ ３

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优秀品牌报刊 ， 国家新闻年 ）和
“

双百期刊
”

（ ２ ０ ０ １年 ） 。 今年恰逢创刊

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开展了 ２０ １５
“

百强报刊
”

６ ０周年 ， 《考古 》 又再次人选
“

百强社科期

推荐评选活动。 近 日 ， 评审结果在向全社会刊
”

， 这是对刊物工作 的充分肯定和进一步激

公示后正式发布 ， 《考古 》 人选
“

百强社科励。 今后 ， 《考古 》 将继续坚持正确的办刊方

期刊
”

，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予 以表彰并向和办刊宗旨 ， 发扬传统 、 积极创新 ，
努力服

颁发了证书 。务学术 、 引导学术 ， 为中 国考古学的繁荣发

近年来 ， 《考古 》 曾先后荣获
“ ’

９５优秀社展做出新的贡献。

科学术理论期刊奖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 本刊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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