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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惟礼崇》

内容概要

《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以考古学文化系统理论为主要框架，从技术－经济
、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重新阐释东周之前的青铜兵器。在技术层面上，规避了蒙特柳斯式类型学
的社会化大生产和渐进演化等预设观念，采纳兼具通则观念和历史特定性考量的物质文化分析方法，
提出了青铜兵器形式风格的功能化和美术化两个倾向。在社会层面上，《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
器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物质性、空间性和学术史三种情境概念，提炼出戈－矛组合和钺－刀组合等
社会等级表达方式，揭示了作为社会区分标识的物质的内部多元和复杂程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尝
试以认知考古学和情境考古学思路局部复原青铜兵器的文化归属、性别认知和信仰与禁忌。对与铜兵
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另一条线索——玉兵的讨论表明早期中国礼制体系的多元和互动本质。
因此，《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单纯依靠唯
一材质甚至唯一器类复原早期中围礼制制度是危险而误导的。针对宾福德的经典理论，《时惟礼崇：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方法组合、系统的界定、考古学观察的适用范围等方面也做出
相应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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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坚
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美国巴德学院访问助教授、法国人
文研究基金会爱马仕学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和日本创价大学访问教授。曾主持英国
大英图书馆、美国温纳一格兰人类学研究基金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日本住友财团等资助的多项研
究计划。专业领域包括考古学、艺术史、早期文明研究、物质文化和文化遗产研究。近期研究兴趣包
括中国考古学史和博物馆史、以器类和工艺为中心的物质文化研究、南中国和东南亚大陆地区的青铜
时代考古、区域研究和濒危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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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青铜兵器的禁忌和信仰
第四章 早期中国的玉质兵器：从辅助线索到多元景象
4.1 早期中国玉质兵器的发现和研究
4.2 玉质兵器的形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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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并不是科普读物，适合专业学者论文参考使用或兵器鉴定研究使用。第一章是考古学史，第二章
、第三章是考古发掘报告，第四张最后青铜器与玉器此消彼长观点非常独到！
2、視界與衆不同，非常受益，考古學的新時代會否因此到來？
3、要，出土陪葬青铜兵器——礼器。肯定受巫鸿影响了。十年前的博士论文完善~最近写了不少网络
随笔~
4、不如想象中好
5、很喜欢其中几段，主要是看这种书，信息量很大却不会觉得累，笔直的思维直线非常清楚，作者
也能讲清楚想传达的。大神！
6、这大概会是最后一次购买坚爷的书了，你的风格已经不是我的菜啦！
7、试图梳理从兵器到礼器的过度因素，以西方考古学体系、与后现代哲学、艺术学的理念来梳理中
国古代青铜兵器的发展体系，受罗樾影响过深，强调义理性的诠释，不过关于墓地青铜兵器性质的探
讨，虽然是东周前，但大多选取春秋诸国之墓地，是否有前提预设来探讨地域差异之嫌。
8、结合了宾福德新考古学和后过程情境考古等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开拓视野上给予我很大的启发，
比如首章对考古学史的梳理是层次丰富的，随后在大量材料对比之后分析金石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角
色转换关系，强调了从器物研究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过程中不能聚焦在单一器物上，而要考虑多元线索
等等。对我本人的毕业论文有很大的帮助呢。不愧是男神！
9、有理论，有实例，有继承，有追求，佳作。
10、此书在某些方面并未完成作者的自我期许，但已经是一本优秀考古学著作；对中国考古学方法论
的反思以及对西方考古学方法论的引入、实践，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型。
11、基础扎实，角度新颖，还真的挺好看的。
12、徐坚的书，是能读懂的带有理论性质的书；方法很重要。
13、理论分析的实践。虽然很有意思但是似乎没有达到作者的预期目的。
14、理論之提煉與材料之互動，都達到爐火純青程度。但是最後沒有提綱挈領的總結總覺得缺點兒什
麼。值得反覆細讀。
15、一个耗时漫长的路标
16、以物质文化研究方法，摆脱传统考古学就物论物，由物质回溯技术经济、社会组织、精神意识三
个层面，分离出青铜兵器作为器具、标识和象征的体现。然而，考古发掘是采样过程，所获资料并非
完整，难以准确反映历史全貌；物质是观念的转型形式，两者非一一对应，且其转型极具文化特殊性
，难以跨文化理解；形态演化不一定反映社会群体性的变迁，更像艺术史分析中局部、个性化的变迁
；中国出土的青铜器是等级化特征表现强烈的墓葬器，难以得出普遍性推论。作为辅助性线索的玉兵
，其被替过程是早期中国礼制转型的重要物化侧面，但绝非全部，还包括不可见或被消耗的物质，仅
以铜器复原青铜时代中国是片面甚至是误导。另，新石器到青铜器不一定是生产力的线性增长，但必
然以国家崛起和社会生产再分配变革为特征，是社会复杂化达到要求建立区域性集权统治形式的结果
17、男性主义考古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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