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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随笔》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文章多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为他人新书撰写的序文、讲演辞、《中国文物报》专栏文
章及访谈记录中，作者深入浅出地介绍考古人类学的新知识、新发展，选评了国内外考古书籍，也记
述了学界的师友人物，表达了对考古时事的看法以及对海峡两岸学术文化前景的瞻望。
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作者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更可以切实感受他的诙谐、宽容、乐观、热情和强烈的社
会使命感，正像朋友所说，“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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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随笔》

作者简介

张光直（1931年—2001年），台湾台北板桥市人，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美哈佛大学人类学
研究院。历任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师、教授，人类学系主任及讲座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
“中央研究学院”副院长。曾获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主要著作有《古代中国考古学》、《殷商文明
》、《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六讲》、《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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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随笔》

书籍目录

前言
一 狗尾“序”貂
《时间与传统》序言
《安阳》张序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
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序
《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
论文集》序
《中国著名古墓发掘记》序
《先秦考古学》张序
《李亦园文化论著选集》序
《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序
《台湾考古学书目》序
《台湾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张序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序
《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竹堑社》张序
二 大题小作
在学术上迎接21世纪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中国的现代化
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与现代化
中国古代史的世界舞台
人类学的社会使命——评介陈其南《文化的轨迹》
再谈人类学的社会使命——简介“文化长存学社”
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开会致辞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
三 关于台湾
台湾考古何处去？
《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发刊辞
台湾史必须包括原住民的历史
台湾应有像样的地方性历史博物馆
关于台湾省历史博物馆的几点建议
政府对走私文物市场有无政策？
抢救圆山遗址
台湾考古学者该与福建和东南亚交流了
四 一个考古工作者的随笔——《中国文物报》专栏
谈“图腾”
介绍林寿晋《先秦考古学》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创立44年
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
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
谈文物盗掘与走私
北大考古系赛克勒博物馆开幕有感
怀忆民族学前辈学者凌纯声教授
考古工作者对发掘物的责任与权利
撰写研究计划申请经费经验谈
追记台湾“浊大计划”
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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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随笔》

五、杂文
新年三梦
谈龙骨与龙
怀念高去寻先生
台湾新考古学的播种者――忆李光周先生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
哭童恩正先生
附录
中国考古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
与张光直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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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随笔》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这个观点看台湾史，我们对台湾史始于汉人人台以后的历史这个传统，就不能不加以怀
疑，甚至进一步加以挑战了。汉人在明末清初大量移民台湾，当时便和原住民有密切的接触，所以台
湾在汉人前来以前已有人居自是一般的常识。这些居民在明清以前也为大陆东南沿海船民所知，偶有
记载，最早的可能是三国时代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所描写的夷州，自从19世纪末叶现代考古学
输入台湾以后，原住民的遗址遗物被考古学者发掘出来，到了今天遗址已有千处，遍布全岛，证明台
湾自更新世晚期以来便有人居，到今至少已有一万五千年的历史，说这一万五千年（或更长）的历史
都是台湾史，应该没有人会表示异议的。 应该问的问题，不是说要研究台湾的历史该不该包括这至少
有一万多年的原住民的历史。我相信在这上面意见是一致的。应该问的问题，是如何研究没有文字记
载的这段历史，今天研究历史的方法，已经发展到非常广阔的阶段了。如果有决心研究，没有文字不
是不从事研究的借口。没有文字？让我们用其他的工具！ 美国社会人类学祖师瑞德克力夫·布朗
（A.R.Radcliffe Brown）教授是不相信我们能够研究没有试文字的民族的历史的；他说历史学者利用传
说、神话、民间故事、比较习俗等等资料所拟测的历史，都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当代的资料在本质
上是反映当代的。布朗的研究就仅只限于当代的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所以后人批评他的研究结果都是
静态的，是没有时间深度的，但是布朗并不是惟一不碰历史的社会人类学者，大部分我所认识的社会
人类学者都不碰考古学，也就是不碰历史，因为考古学是研究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历史最主要的工具，
在上述的“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讨会”上，臧振华先生提出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题目是《
考古学与台湾史》。他说考古学在台湾史上面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贡献：史前史的重建，早期历史的
探索，和移民社会发展模式的验证。在史前史的重建这一方面，臧振华先生将近百年来考古发现作了
简单的综合介绍，并且指出已知的“台湾史前时代的文化⋯⋯是先前修治台湾史者所难以企及的。考
古的工作不只是为台湾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史料，而且也将台湾有人居住的历史推早了上万年”。这样
看来，考古学在台湾史上原住民的历史的研究，已绎做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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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随笔》

编辑推荐

《考古人类学随笔》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作者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更可以切实感受他的诙谐、宽容
、乐观、热情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正像朋友所说，“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
永远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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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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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随笔》

精彩书评

1、台湾考古学界把卑南族和平埔族文明抬到了非常高的层面，一是因为李济、傅斯年、高去寻等人
在20年代挖掘殷墟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明之后，还来不及做多久的研究，便因为各种原因被迫中断，
到了台湾之后，没有了原先的研究材料，更没有了可供实地调研的可能，于是只能转身将台湾这片新
土地当做自己的事业再生之地；而更加重要的是因为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两个原住民构成的台湾
史前文明系统和亚太众多岛屿形成的南岛语系文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台湾考古在全世界范
围内独一无二的自然优势，如果像张光直本人一样，今后在占有众多材料和研究成果之后，还能来到
广东、福建、浙江南部继续探讨东南沿海和这一文明的关系，这才算是真正把南岛语族文明考古的大
气候建立起来了。说到南岛语族文明，虽然没看过相关专业的书籍，但我总感觉是因为当初生活在如
马来亚群岛、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太平洋中间几座岛国，如密克罗尼西亚什么的，那儿的人类
因为自然变化，于是坐着木筏子，选择好天气之后，顺着太平洋暖流顺流而上，先到了菲律宾居住下
来，但是可能因为岛屿太小，又或者当时迁移的人群数量过多，于是一部分又从菲律宾继续北上，来
到了台湾南部，其实中间也就隔了一个巴士海峡的样子，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暂时稳定之后，与台湾
当地的土生汉人进行融合，于是产生了卑南族和平埔族文明，但是后来又因为某些变化，比如部落之
间的冲突、自然环境的不适应等，或许还有一部分人继续北上，并越过台湾海峡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
的几座岛屿上，不过大概是因为气候过于寒冷吧，或许这些原先居住在热带岛国的人无法适应北回归
线以北的寒冷气候，于是又颠簸着回到了台南、菲律宾，所以现在才会在这些地方陆续发现南岛语族
文明的种种痕迹。书中还提到了蒋介石当初千辛万苦运送大批故宫珍宝到台湾的原因，以前倒是没想
过，但张光直提到的一点确实是很值得参考的，他认为是因为蒋介石觉得古代的艺术珍品使政权的合
法性能得到进一步的稳固，比如三代时期的宝物不断地被一个个政权夺取，推翻，再夺取，这说明中
国王朝从一开始就是通过祖先的艺术珍品使其合法化。制造这些铜器最初的目的，自然是使统治者和
祖先相通，但是，他们后来成为统治者权力和合法性的象征。每个王朝都必须拥有它的艺术珍品，当
然，最理想的是包括最古老的铜器作为核心藏品。那些改朝换代的人的第一件事是确实地拿到艺术珍
品、祭品、旗帜和王室宝器。我们现在说中华民族的某些根基在台湾，我觉得似乎也可以由这一层面
上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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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随笔》

章节试读

1、《考古人类学随笔》的笔记-第178页

        1995年夏先生过世以后
当为1985年

2、《考古人类学随笔》的笔记-第158页

        从事考古的人，因为常在田野工作，傍晚事毕之后多以聊天为乐⋯⋯都是聊天专家。希望早晚总
会有人讲这些人历年聊天的内容收集起来，写一部中国考古学的野史。

3、《考古人类学随笔》的笔记-第60页

        马克一下先

4、《考古人类学随笔》的笔记-第77页

        我们逐渐发现从我们几十代的老祖宗开始便受了周人的骗了。
话说我们几十代老祖宗不就是周人自己么。。

5、《考古人类学随笔》的笔记-第53页

        质疑推论的逻辑，疑似仍旧是一种倒推，即中国近代以后的落后，必定是文化深层结构和历史文
明基因就决定了的。

实在很难想象，所谓没有生产力革命的文明，比之五千年前就开始有生产力革命传统的文明，长期以
来在物质和经济的发达程度上，只是更加发展，仅仅到了近代，这很难用仅仅是通过政治程序作的财
富积累来一笔带过。

仍让人感觉有进化论的影子在作祟，似乎一方进化了，而另一方始终是反复，这种差别要等到五千年
以后来见分晓，而之前的过程都可加以忽略。

如果近代的文化弱势和西化要在早期历史里找原因的话，这几篇文章仍旧感觉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和
各种证据。

（作者虽然表示对中西两种方式，并不相信一种完全胜于另一种，但实际上，是作出了选择的。）

6、《考古人类学随笔》的笔记-第183页

        P183及P184

这两段似相当矛盾,前段期许中国考古学(中国研究本国考古的学问)应趋同西方考古学(西方研究非西方
考古的学问),与本国历史学保持距离;

后段又显然显示,西方研究自己考古的学问是归到西方自己的美术史和古典研究下的（而非西方方向的
考古学归在人类学下）,以此看来中国考古学和本国历史学的联系似与西方研究自己之考古与历史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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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并无不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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