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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支 学 科

!考古学"运用科学方法发掘#整理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的实物$
并据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研究的范围是古代$但
各国年代范围各不相同$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明朝的灭亡%研
究的对象是实物资料$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中国传统的金石学

与考古学有一定的关系%&’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金石学已部

分地被考古学所吸收%()*)后考古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术语%专指考古发现中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

代#分布于同一地区#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定数量的遗存%其命

名方法一般是以第一次发现的有代表性遗存所在地名的最小单位

命名$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过去曾以发现的

典型器物命名$如细石器文化#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等%同一考

古学文化遗存中$一般应包括同样形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住

宅#制作技术等因素%每一考古学文化的内涵是一有机的整体$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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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
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要研究各地区民族发

展的特殊规律!

#考古地层学$考古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应用地质学中地层的

原理"根据地层迭压上下"判断相对年代迟早的方法!揭示在时

空中各种文化堆积的人为形成过程和原因"并以此指导考古发掘%
处理各种遗迹现象!

#考古类型学$考古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

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

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
精神活动等!大量用于研究陶器%瓷器等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

显的器物!

#金石学$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形成于北宋"至清代兴盛!研究对

象为古代的铜器%石刻%甲骨%简牍%封泥%印章%瓦当等!其

资料多靠传世或未经科学发掘出土获得"局限于对器物的考证和

著录!

#铭刻学$考古学分支!以古代器物上的铭文为研究对象!旨在认

识文字%释读内容%判断年代等!研究成果对考古学等学科有重

要参考价值!始于文化复兴时期!与中国古代金石学相似!

#古钱学$又称古泉学!考古学分支!以古代钱币为研究对象!主

要研究各种金属铸币和钞币的形制%大小%重量%成分%文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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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价值等"世界各国都注意对其历史上的钱币研究"中国钱币

学历史悠久#起于南朝萧梁#历经唐宋#历代皆有专著#清代发

展较快#现代始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探讨古代社会的政

治!经济状况"

$印章学%考古学分支"主要研究古代印章及其制度"古代印章多

篆刻而成#代表官府或个人印信#因此其研究成果可了解篆刻艺

术!文书制度!官制变迁!鉴定文体和书画真伪等"

$史前学%又称史前考古学!史前史"考古学分支"以文字记载以

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史前人类社会

的经济形态!文化面貌!社会结构!分期断代等#并结合地质学!
古生物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得出

准确的结论"其断限在中国自 &’(万年前至 )(((年前左右"

$甲骨学%考古学分支"以刻有文字或符号的龟甲兽骨为研究对象"
内容包括文字释读!卜文体裁!分期断代!社会历史考证等"对

解决文明史初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帮助极大"

$工业考古学%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研究从史前时代至近代的手工

业和工业生产的遗迹!遗物"重点放在近代"运用考古学的各种

方法对工业遗存进行调查!陈列!保护"以美国!日本等开展较

好"

$水下考古%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沉入水底的各

种遗址遗物进行调查和发掘"对研究文明史!航海造船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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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有重要作用!要求配备多种适应水下工作的仪器设备!前苏

联"美"英"法等国开发较好!中国沿海地区也曾开展并取得一

些重要资料!

#水文考古学$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资料研究水

文现象!通过对江河水域附近的古代石刻"建筑"村庄"城市"墓

葬"遗址的调查发掘%探讨历史上气候变迁"水域演变等问题!可

为现代生产建设服务!

#民族考古学$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运用考古学观点"方法研究某

些现代仍保留一些原始性质的民族%以期与考古发现的有关遗迹"
遗物进行对比研究%深入了解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家庭结构"生

活习俗"宗教信仰等!

#农业考古学$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考古调查发掘所获有关农

业及林"牧"渔业的遗迹遗物%并结合有关文献%探讨农业的起

源和发展%农业区的形成和变迁%以及农业生产过程的规律等问

题!要求注意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地层中的花粉%以分析古代的生

态环境!

#地震考古学$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与地震学相结合而产生!研究

与地震有关考古文物资料%并结合资料%了解某一地区内一定的

历史时期地壳变化"发震前兆"发震时间"震中位置"震害情况

等%以取得地震的规律性认识%服务于现代地震预防工作!

#实验考古学$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运用实验手段复制"重建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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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所获古代工具!武器!房屋!堡垒!村落等遗址遗物"以便

更直接详细地了解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及思维过程#在大量实验

的前提下"建立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

$实验室考古学%考古学一个分支#在实验室内用科学实验的手段"
测定考古发掘所获古代遗物的材料成分!元素组成及其含量!遗

物的绝对年代#恢复和保护各类文物"从而达到认识古代社会!保

护文物的目的#

$科技考古学%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运用理化分析技术并结合有关

学科的知识"对考古学提供的实物件标本等有关资料进行古代科

技发展史的研究#包括天文!地理!度量衡!机械!纺织!矿冶!
交通工具!硅酸盐制品等有关方面#

$考古运动学%又称骨骼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研究古遗址出土动

物遗存的学科#揭示古代人们选择食物!狩猎!饲养家禽!家畜

等方面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概况#也可了解人类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是考古学和古动物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

$考古植物学%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对古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

研究的学科#揭示古代人们对植物食物的选择!农作物的起源!早

期农业的出现等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情况"并可了解人类赖以生

存的自然环境"是考古学与古植物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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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石学家!
考古学家

"吕大临#$约 %&’()约 %&*(+ 宋代金石学家,字与叔,京兆蓝

田 $今陕西蓝田+人,曾学于程颢!程颐-与游酢!杨时!谢良

佐合称程门四先生,终生未应举,官至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
通六经-精于 .礼/,著 .考古图/%&卷-不仅著录铭文-并注明

铜!玉器的尺寸!图像!收藏之 家 和 出 土 地 点 等,另 著 .易 章

句/!.大学说/!.中庸说/各 %卷-.论语解/%&卷!.孟子讲

义/%’卷!.礼记传/%0卷!.玉溪先生集/(1卷等,

"赵明诚# $%&1%)%%(*+ 宋代金石学家,字德父,密州诸城

$今山东诸城+人,少为太学生-官至知湖州军州事,与妻李清照

酷爱收藏金石书画-并多方搜集资料-共同校订整理,所著 .金
石录/2&卷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碑刻目录和研究专著 $实为与李清

照合著+,前 %&卷收录铜器铭文和石刻目录3后 (&卷是为部分古

器物!碑刻撰写的题跋-为其研究的论述,

"薛尚功#宋代金石学家,字用敏,浙江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
生卒年不详,具体生平事迹无考,著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卷-收铭文 4%%件-绝大部分是商周铜器铭文-是宋代著录铜器

铭文著作中收录最多的一部,现存该书宋拓本石刻残卷!残页藏

于上海图书馆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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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适"#$$$%&$$’() 宋代金石学家*初名造+字景伯+晚年

自号盘洲老人*饶州鄱阳 #今江西波阳)人*宋高宗绍兴年间中

博学鸿词科+孝宗时为司农少卿+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酷好汉碑+搜集数十年+著成 ,隶释-.%卷/,隶续-.$卷+
又著 ,隶缵-/,隶图-等*对魏晋隋唐碑刻也精通*

!程瑶田"#$%.0&$’$1) 清代经学家*字易田/易畴+号让堂*
安徽歙县人*八试不第+乾隆年间中举+授太仓州学正+嘉庆元

年 #$%23)举孝廉方正*能以经文结合实际研究*平生著作颇多+
与金石考古相关者有 ,考工创物小记-等*对 ,考工记-中的车/
钟罄/戈戟等的制度+绘图考证/测算精确而详实*

!吴大!"#$’10&$24.) 清末金石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大淳+
因避同治帝讳而改*字止敬/清卿+号恒轩+别号"斋/白云山

樵+晚号白樵病叟*江苏吴县人*同治十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
曾督办吉林防务*累官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中

日甲午战争中率湘军御敌+战败革职*精于金石文字之学*将出

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相参证+成绩卓著*著有 ,恒轩所见所藏吉金

录-/,说文古籀补-等*其中 ,"斋集古录-/,说文古籀补-收

集大量商周铜器拓本/古文字资料/古玉器图*

!罗振玉"#$’33&$2(4) 中国古文字学家/金石收藏家*字叔

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爱好金石考订之学+对晚清以来发现

的文物+如殷墟甲骨/汉魏石经等+作过搜集整理和研究+贡献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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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鼎"#$%$&’$%()*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字禹铭+山东安

邱人+$%,&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职+$%,,年

留学英国-后去巴基斯坦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在国内曾参加发掘

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等+突出成就为 $%/)
年发现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存+著作有 0中国史前的陶器1#英文*.
0城子崖1#与人合作*等+

!王国维"见第三.六卷中的 2王国维3+

!梁思永"#$%&(’$%4(*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原籍广东新会-生

于日本横滨+梁启超次子+$%/,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后

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考古学和人类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长期从事田野发掘工

作-对中国田野考古的科学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后冈遗址的发

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

年代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这一关键问题+$%(%年后-任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作有 0城子崖1.0梁思永考古论

文集1等+

!马衡"#$))$’$%44*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字叔平+
浙江鄞县人+肄业于南洋公学+$%//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讲授金石学+$%/4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

馆副馆长+$%,&年主持燕下都遗址发掘工作-对金石考证向田野

发掘的过渡有一定贡献+$%4/年起专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

委员+著有 0汉石经集存1.0凡将斋金石丛稿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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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祥"#$%$&’$%()*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台湾

省人,毕业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二三十年代在东南亚和中国东

南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年和 $%.(年调查台湾圆

山新石器/$%.0年自费发掘福建武平新石器和印纹陶,$%1$年发

现马来亚洞穴旧石器,$%1%年在福建龙岩+长汀+闽侯等地进行

考古调查,著作有考古学论文多篇,

!王献唐"#$%)2’$%2&* 中国现代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原名

#,山东日照人,毕业于青岛高等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科/$%.&年

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组织山东古迹研究会时/被聘为委员兼

秘书/对山东文物保护工作曾做出重要贡献,在收集商周青铜器+
汉画像石等珍贵文物方面用力最勤,$%1%年后任山东省文物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著作有 3中国古代货币通考4+3邹滕古陶文字4+
3两汉印帚4等,

!董作宾"#$)%(’$%2.* 中国现代甲骨学家,字彦堂,河南南

阳县人,$%-.’$%-1年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后在福

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年被选为中央

研究院院士,$%10’$%1)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年

后兼任台湾大学教授/曾八次主持殷墟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

文研究,主编过 3殷墟文字甲编4+3殷墟文字乙编4等重要文献/
另有学术论文约 -&&篇,著有 3董作宾学术论著4+3董作宾先生

全集4等,

!王襄"#$)02’$%2(* 中国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字纶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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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室!天津市人!"#"$年北京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矿科毕业

生!"#"%年天津民国法政讲习所政治经济科毕业!曾任职于闽&
粤&川&浙诸省盐务稽核所多年’业余研究金石&甲骨!"#(%年

任天津文史研究馆馆长!是中国最早搜集和研究甲骨的学者之一!
所著 )$室殷契类纂*一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甲骨文字典!

+黄文弼,-".#%/"#001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字仲良!湖北汉

川县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

学门任教!历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

所研究员’西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2#年后任中国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四次考察新疆’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

研究卓越有贡献!著作有 )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

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等!

+陈梦家,-"#""/"#001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原

籍浙江上虞’出生于南京!"#%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后去

青岛大学工作!并对古文字发生兴趣!"#%2/"#%0年在燕京大学

攻读古文字学研究生!"#22/"#24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

古文字学’并收集流散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3年起在中国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 )考古通论*副主编!在甲骨

学&西周铜器断代&汉代简牍整理研究方面贡献突出!著作有

)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西周年代考*
等!

+郭宝钧,-".#%/"#4"1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字子衡!河南南

阳县人!"#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参加安阳殷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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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发掘!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年后任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在北京大学任教!兼中国历史

博物馆特约研究员"毕生从事商周考古研究!多次参加重要的商

周遗址和墓葬发掘"较早注意从考古资料出发!结合历史文献考

察西周墓葬制度!对商周铜器群的研究颇有贡献"著作有 &山彪

镇与琉璃阁’(&浚县辛村’(&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等"

)冯汉骥*+#,$$-#$../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字伯良"湖北宜

昌人"#$01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文科"#$1#年赴美!先后就学

于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2年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四川大学教授!后兼任四川省博物馆筹备主任(华西大

学社会学系代主任"#$%$年后任西南博物院副院长(四川省博物

馆馆长(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究室主任"擅长结合现代民族(
民俗学资料解释考古学问题"参加过前蜀王建墓发掘(成都平原

考古调查"著作有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考古学论文

集’等"

)郭沫若*+#,$0-#$.,/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大革命失败后旅

居日本进行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年后修订出

版考古学旧著!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工作!在金文和铜器研究方面

贡献突出"创造了标准器断代法!系统整理研究了两周有铭铜器!
至今仍为金文和铜器研究者沿用"开创性地把考古学方法应用在

青铜器的研究上"他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极大!对甲骨文的考释(
缀 合(卜法(文例和书写诸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所著

&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青铜器时代’(&甲
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石鼓文研究’!等在学

.%10考 古 学



术界影响较大!参见第三"六卷中的 #郭沫若$!

%李济&’()*+,(*-*.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年毕业于清华

学堂/后留学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和哈佛大学!(*01年开始从事

田野考古/为中国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考古的学者!(*0*年任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被选为第一届院士!主持

和创办台湾大学古人类学系!考古学著作有 2殷墟器物甲编3陶

器4"2李济考古学论文集4"2中国文明的起源4"2安阳4等!

%唐兰&’(*(5,(*-*.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青铜器和古文字研

究方面有重要贡献!订正了一些器名/对一系列重要器铭作了考

释断代!晚年参加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整理和侯马盟书的研究/颇

有建树!著作有 2西周铜器断代中的 #康宫$问题4"2周昭王时

期的青铜器铭刻4等!

%容庚&’()*1,(*)6.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字希

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抗日战争前任教于燕京大学/曾应邀参加鉴定清宫旧藏铜器!(*0*
年)月开始与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长期通信/共同研究甲骨文"
金文!(*61年和其他知名学者发起组织考古学社!(*1+年任岭南

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年后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在

商周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造诣很深!著作有 2金文编4"2秦汉

金文录4"2殷契卜辞4"2商周彝器通考4等!

%尹达&’(*5+,(*)6.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河南滑县人!(*60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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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兼任考古所所长%!"&"’!"()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

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年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
参加过安阳小屯*后冈*侯家庄*商王陵区*浚县辛村卫国墓地*
日照两城镇等地的重要考古发掘工作%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于原始社会与考古学研究%著作有 +新石器时代,等%

-夏鼐./!"!0’!"(#1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字作铭%浙江温州

人%!")$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年留学英国伦敦

大学2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

究 工作%!"$!’!"$3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0’
!"(3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2后任名

誉所长%!"()年 起 兼 任 文 化 部 国 家 文 物 管 理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
!"&"年起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年起被选为英国*瑞典*
美国等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或通讯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

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对中国考古队伍建设*考古研究规划*
田野考古方法*自然科学应用于考古学和各国考古学界的交流等

方面有突出贡献%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中西交通史*中

国科技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著作有 +考古学论文集,*+中
国考古学研究,/日文1*+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1等%主编

+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

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并领导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4考古学,的

编纂工作%

"$)3考 古 学



中国金石学!
考古学著作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见本卷中的 $薛尚功%&

"宝刻丛编#宋代金石学著作&陈思编辑&全书 ’(卷)著录从秦

石鼓文至五代石刻文字的目录&按南宋地方行政区划编排&每条

石刻名称之后)附诸家题跋考证)从而保存了亡佚著作的部分内

容&

"集古录#又名 *集古录跋尾+&宋欧阳修撰&收集周秦至五代铜

器铭文!碑版拓本跋尾共 ,((余篇)以补史传之撰谬为目的)偏

重评论&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研究金石铭刻的著作&

"考古图#宋代金石学著作&吕大临撰&成书于元%七年 -.(/’0&
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全书.(卷&著录了当时宫廷秘阁!
太常!内府和私人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每器皆摹绘图形!款

识!尺寸!容量!重量)且作一定考证&

"宣和博古图#宋代金石学著作&简称 *博古图+&王黼奉宋徽宗

敕编纂&成书于宣和五年 -..’10之后&全书 1(卷&著录当时皇

室在宣和殿藏商至唐铜器 21/件)共分为 ’(类)每类有总说)每

件器物均有绘图)并对其重量!尺寸!容量亦有记录)有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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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考证!集宋代所藏青铜器之精华!所定器名多沿用至今!

"金石录#宋代金石学著作!赵明诚著!成书于宣和末年!全书 $%
卷!著录所藏金石拓本 &’%%余种!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碑刻目录和

研究著作之一!&’(%年发现宋龙舒郡斋初刊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参见 *赵明诚+!

"隶释#宋代金石学著作!洪适撰!书成于乾道二年 ,&&--.!/0
卷!全书连同此后成书的 1隶续2共收汉碑碑文3碑阴等 /(4种)
魏3西晋碑 &0种)汉晋铜铁器铭文及专文 &%多种!用楷书写出

隶书体的汉碑碑文!并以图表示汉碑式样)为同时金石书少见!是

现存最早的集录考释汉魏晋石刻文字的专著!

"河朔访古记#元代记录考证古遗迹3古碑刻的著作!色目人葛逻

禄乃贤撰!书成于至正二十三年 ,&$-$.!全书 &-卷!已佚!今

本由 1永乐大典2辑出!

"古玉图#元代金石学著作!朱德润撰!全书 /卷!收所见燕京诸

王公家及秘府玉器 5%种!每器记以形状3尺寸3玉色)或亦注以

藏家!为中国最早著录玉器的专书!

"格古要论#明代文物鉴定专著!曹昭撰!共 $卷!成书于洪武二

十一年 ,&$44.!上卷为古铜器3古画3古墨迹3古碑法帖四论6
中卷为古琴3古砚3珍奇3金铁四论7下卷为古窑器3古漆器3锦

绮3异木3异石五论!是南宋赵希鹄 1洞天清录2之后)收录较

完备的鉴别古物之书!

&($/考 古 学



!金石索"清代金石学著作#冯云鹏$云&兄弟同撰#成书于嘉庆

末#%&卷’金索$石索各 (卷#金索收商周至汉$宋元时的钟鼎$
兵器$量度$杂器$泉币$玺印$镜鉴等)石索收历代碑碣’带

字砖和瓦当#多附图像和文字拓本#并加释文$考订#偶有伪器’
考证或误#是收录丰富的综合性古器物图谱#

!古泉汇"清代古钱学著作#李佐贤撰#成书于咸丰年间#全书 (*
卷#分为古布币$刀币$圆钱$异泉杂品$钱范等部分#汇集古

钱拓本 (++++余种’是清代收录较完善的钱谱#

!积石斋钟鼎彝器款识"清代金石学著作#阮元撰录#成书于嘉庆

初#全书 %+卷’共收录商至汉晋铜器 ,,+件#铭文后附有释文和

考证#书前有两篇 -商周铜器说.’分别论述铜器铭文的史学价值

和 /三代时鼎钟为最重之器0#另附一篇 -商周兵器说.#本书是

清代著录$考释铜器铭文诸书中成书最早的一部’但讹脱谬伪之

处较多#

!西 清 古 鉴"清 代 金 石 学 著 作#梁 诗 正 等 奉 诏 编#乾 隆 十 六 年

1%2,%3成书#全书 *+卷#收商周至唐代铜器 %,&4件#仿 -宣和

博古图.的体例编排全书内容’考证虽有讹误’但对研究铜器仍

有一定价值#

!寰宇访碑录"清代金石学著作#孙星衍$邢澍合撰#成于嘉庆七

年1%5+&3’%&卷#收集分布各地的周秦至元的碑刻5+++余种’兼

及带字瓦当#注明石刻书体’立石年月$所在地#已失或不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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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者!注明拓本收藏家"后经赵之谦#罗振玉等续补"

$金石萃编%清代金石学著作"王昶撰"书成于嘉庆十年 &’()*+"
’,)卷!收自秦至辽金历代碑刻#铜器等铭刻 ’*))余种"收录的

碑刻文字较之诸书均多!汉以前的按原篆文或隶书摹写!汉以后

的用楷书"并附以题跋和编者考释#按语"后有陆濯’编的 -金
石续编./’卷"罗振玉刊印王昶末竟之作-金石卒编未刻稿.0卷"

$说文古籀补%清代金石学著作"吴大!著"光绪九年 &’((0+刊

行!后重刊增补"书中收集铜器铭文和石鼓#古币#古玺#古陶

器上的文字资料!按-说文.次序编排"初收0*))余字!后补’/))
余字"对古文字研究影响较大"

$"斋集古录%清代金石学著作"吴大!撰"/,卷"著录金文拓本

’’’1器"其中商周器 ’)1(#秦器 ’2#汉器 3,#晋器 ’"内有盖#
器分列为二!重出#漏目者!实收不足此数"全书因吴病末能完

稿"后由王同愈整理印行"

$捃古录金文%清代金石学著作"吴式芬撰"0卷"光绪二十一年

&’(2*+刊行"著录商周铜器铭文 ’001器"按器分类!每以字数

多少排列!便于检索"器铭下各附释文!间有吴氏考证或诸家之

说"后孙诒让著 -古籀余论.校订此书!容庚#戴家祥也纠正其

中错误千余字"

$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清代金石学著作"方浚益撰"0)卷"著录

商周金文#陶文拓本 ’0(/器"体仿 -积古斋钟鼎古器款识."每

0*0/考 古 学



器先刊摹本!后附释文"考证#卷首附 $彝器说%三篇!上篇考

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考释翔实!于地理"官制"人物"文

字阐释等颇有精到之处#

&语石’清代金石学著作#叶昌炽撰#成于光绪二十七年 ()*+),#
)+卷!-.-条#对历代石刻文字作综合性研究!涉及碑刻的年代"
所在地"撰文和书写人"流传情况"辨伪"收藏"摹拓"装裱等

方面#

&铁云藏龟’清代甲骨学著作#刘鹗编#光绪二十九年 ()*+/,抱

残守缺斋石印本刊行#从自藏甲骨中实收拓本 )*0)片#是中国第

一部著录甲骨文材料的专著#

&封泥考略’清代金石学著作#吴式芬"陈介祺合编#全书 )+卷#
光绪三十年 ()*+-,完成#收封泥 .-*方!多属秦汉时代!分官

印"私印"闲印列出#每种皆有原大拓片#是研究古代官制的主

要著作#

&流沙坠简’近代研究汉简的著作#罗振玉"王国维撰#/册#)*)-
年出版!)*/-年重印#据法国人沙畹书中照片选录斯坦因在敦煌

等地盗据简牍"帛书等 0..枚#有释文"考释#为近代学者研究

简牍的开端#

&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国现代考古学著作#郭沫若著#)*/1年出版!
后增订出版#收西周铜器 10+件!东周铜器 12)件#分别按王世

和国别编次!并作适当考释#将中国青铜器时代按铜器"形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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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文字分为 "期#突破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的范畴#创造了标

准器断代法#对两周有铭青铜器$先选定可知年代器$以铭文中

的事迹从名!文字风格!文体例!形制花纹为标尺$对未知年代

器进行比较研究$确定年代#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于青铜器研究$
取得较大突破$至今为金文研究者沿用#

%卜辞通纂&中国现代甲骨学著作#郭沫若编#’())年出版#选录

已见著录和部分未见著录的甲骨精萃#别录收编者在日本征集的

’*(片#正编收 +,,片$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
略游!杂纂等项$逐步作简明考释#

%商周彝器通考&中国现代考古学著作#容庚著#’("’年哈佛燕京

学社出版#全书正文 ),万字$图版近千幅#在基本无发掘资料的

情况下$对 ’,)’件传世铜器作了有价值的综合研究#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国现代考古学著作#赵万里著#’(-.年

出版#’’卷#收汉魏至隋墓志等新旧拓本 .,(篇#墓志以石志为

主$砖志仅收文字精好或志文内容丰富者#每志下记拓本尺寸!行

选举!书体!出土地点$并考证史实#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与

考古的基本史料#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著作#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年 ’,月发行#分别概述各省!市!自治区解放

),年的考古工作主要成果#并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后记事0一

文#是 ),年文物考古工作的总结#

--)*考 古 学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七号#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 $%&’年 (月出版#按时代综述

$%’%)$%&’年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同时展示了中国考

古学的前景#

外国考古学家

!戈罗佐夫"+$&,-)$%’(. 苏联考古学家#$&&&年在军官学校

任职期间开始考古研究#$%$&)$%’’年任莫斯科大学教授/考古

学教研室主任*$%’’年获列宁勋章#是第一位发掘苏联境内旧石

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居址的学者#对东欧青铜时代考古有奠基性

贡献#著有 0普通考古学1/0原始时代考古学1/0中俄罗斯青铜

时代文化1等#

!斯坦因"+$&,2)$%’3. 英国考古学家#原籍匈牙利*曾专攻

古代语言/印度古代史等#后留学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
$%$,年间*三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地区进行大规模地理测量和

考古调查#盗掘了一些古遗址*掠走大量文物*如敦煌莫高窟藏

经 洞的大批写经和幡画#著述甚多*如 0古代于阗1/ 0西域1/
0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等#

!科兹洛夫"苏联中亚考察家#$&&3)$&%(年间3次参加中亚考察

队*进入中国新疆/青海/西藏考察#$&%%)$%2,年由其率领考

察队继续对上述地区及蒙古作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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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在历次考察中"发现并盗掘了中国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遗址"
获取近 #$$$册用西夏文%汉文及其他文字写成的文书和刻本"还

有许多珍贵艺术品!著作有&’蒙古和喀木(%’蒙古%阿木道和哈

拉和卓城址(等!

)岛居龙藏*+,-.$/,0123 日本考古学家!,-02年任东京帝国

大学理科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管理员!,0#,年获博士学位!后

任该校人类学教研室主任!,020年来中国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至

,01,年!在日本和西伯利亚东部%千岛群岛%库页岛%朝鲜%中

国的内蒙%东北%云贵%台湾等地进行过调查或发掘!在考古学

和人类学的结合方面颇有成就!全部论著被收入 ,#卷的 ’岛居龙

藏全集(!

)魏敦瑞*+,-.4/,05$3 德国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北京

猿人化石研究者之一!,021/,04,年"在中国接替步达生的职务"
负责研究北京猿人化石"发表大量著作"如 ’中国猿人与其他人

种及高等猿类脑型比较的研究(%’中国猿人之头骨(等!

)安特生*+,-.4/,05$3 瑞典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毕业于乌

普萨大学!,0$#年获博士学位!,0,4/,0#4年任中国北洋政府农

商部矿政顾问!后回瑞典!,02.年再度来中国调查冰川"后去越

南北部考古!曾调查周口店化石地点"发现仰韶文化"并在甘肃%
青海调查发掘大批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遗址!在中国考古学研

究方面贡献较大!著有 ’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史研究(%
’朱家寨遗址(%’河南的史前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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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日耶"#$%&&’$()$* 法国考古学家+在大学学习过地质学,
植物学,地貌学和生理学+$(-.年起在瑞士弗里堡任教授+后任

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教授+$(/-年和 $(/.年

两次来中国研究北京猿人文代遗物0先后发表 1周口店用火遗迹

及石,骨器物2,1周口店猿人产地之骨角器物2等论著+并与人

合作发表 1中国之旧石器2一书+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研

究和旧石器时代分期方面有较大贡献+

!伯希和"#$%&%’$(3.* 法国东方学家+毕业于政治学院和东

方语言学院0$(--年来中国0此后/次来华收集图书,资料+$(-.
年 %月进行中亚考察+$(-)年 %月到达新疆喀什+对喀什地区直

至敦煌石窟进行广泛的考察0并在一些地区盗掘,掠走大量珍贵

文物+著有1敦煌洞窟2,1敦煌洞窟’’伯希和笔记2等书+$($$’
$(3.年任法兰西学院历史学与考古学教授+

!赫罗兹尼"#$%&(’$(.4* 捷克斯洛伐克考古学家+$(-.年任

维也纳大学教授+$($(’$(.4年任布拉格查理大学古代东方历史

学教授+$(-3年参加北巴勒斯坦地区塔安尼克的发掘+$(4.年率

捷克考古队到土耳其的屈尔丘0发掘收集到 $---多块泥板文书0
对揭露古亚述历史作用巨大+著作有51赫梯语言2,1塔安尼克的

楔形文字铭文2,1屈尔丘楔形铭文2等+

!步达生"#$%%3’$(/3* 加拿大解剖学家0北京猿人化石学名

的命名人+$(-4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年来中国任北

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神经学和胚胎学教授+$(4$年任该科主任直

至逝世0$(4)年与翁文灏等筹办周口店发掘工作+$(4(年促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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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并任名誉主任!对人类进化极感兴趣!
主张中亚是人类摇篮!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的研究!在 "周口店堆

积中的一个人科臼齿#一文中$将北京猿人化石定名为%北京中

国猿人 &’()*+,-./0+1023()2)1(14!

5原田淑人6&7889:7;<=4 日本考古学家!7;>8年毕业于东京

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后任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副教授?教

授!曾参加九州宫崎县西都原古坟群的调查和发掘!7;78年任朝

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委员$在朝鲜各地调查发掘!7;@9年以后$来

中国参加东亚考古学会活动!在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等地

调查发掘!7;=<年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著作有%"东亚古文化研

究#?"东亚古文化论考#?"汉六朝的服饰#?"唐代的服饰#等!

5高本汉6&788;:7;<84 瑞典汉学家!78<>:7;7@年曾来中国!
7;A;年起任瑞典远东古物馆馆长$兼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达

@>年!对中国古代文献和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颇多!著有 "中国

青铜器中的殷和周#?"中国青铜器新论#?"再论殷代纹饰的甲?乙

型#?"殷代艺术的若干特征#?"中国古镜铭文#等!

5梅原末治6&78;A:7;8A4 日本考古学家!7;@7年任朝鲜总督

府古迹调查委员!后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副教授?教授!先

致力于古坟研究$后为确定古坟年代而钻研出土铜镜$并进而研

究以青铜器为中心的东晋古代文化!对中国商周青铜器?战国至

南北朝铜镜?汉代漆器有一定研究!著作有%"鉴镜的研究#?"铜
铎的研究#?"汉以前古镜的研究#?"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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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谢列夫"#$%&’($%)*+ 苏联考古学家,曾获列宁勋章,$%-&
年结业于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生

班,以后一直在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长期从事

田野考古.主要研究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南西伯利亚和蒙

古的古代历史和文化,著作有01南西伯利亚古代史2/1古代蒙古

城市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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