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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考古》

前言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
物鉴玩观赏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22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界的大事。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
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
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
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先秦时期诸子
百家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他们对區⒌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
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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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考古》

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综述了20世纪中国农业考古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通过对考古发掘的遗址、遗迹及其生态
环境和出土的有关实物资料的研究，探讨了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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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文华
一九三五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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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 中国农业考古的研究概况
（一）20世纪上半叶（20年代至40年代）
（二）20世纪下半叶（20年代至90年代）
二 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
（一）农业的起源
1.农业起源理论
2.稻作的起源
3.古稻田的发现
4.家畜的起源
（二）农作物的驯化和栽培
1.粮食作物
2.蔬菜瓜果
3.麻、苎、葛、棉、蚕桑
（三）家畜的驯化和饲养
1.家畜
2.家禽
（四）农具的发明和使用
1.整地农具
2.播种农具
3.中耕农具
4.收获农具
5.脱粒农具
6.加工农具
（五）农耕技术的创造
1.整地技术
2.播种技术
3.中耕技术
4.灌溉技术
5.收获技术
6.脱粒加工技术
三 农业考古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
四 新世纪中国农业考古的前景展望
（一）科学价值
1.农业考古学与农史学
2.农业考古学与考古学
（二）现实意义
（三）前景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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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周缘地带说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
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
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
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
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　　（6）宴享说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
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
，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
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
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
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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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新中国兴旺发达的考古学各个分支学科一样，农业考古近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许多
同志和我本人都想对它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无奈忙于杂务，总是抽不出时间。同时也是因为作
为一个学科来说，因其形成的时间较短，理论基础准备不足，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还有待探讨，故迟迟
未能动笔。感谢本丛书编辑办公室的盛情邀请，促使我下决心编撰本书。　　由于本丛书的体例不属
于学术研究论著，故只能粗略地概述20世纪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也简要地介绍一些专家对农业
考古研究方法的意见，以便于大家在田野考古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参考。因篇幅限制，未能附上更多的
图片，这是一个缺陷。前几年我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收录1994年以前的文物照
片1700多幅，有兴趣者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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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能是对书的期望太高了
我对本书的内容并不满意
文中除了对水稻的考证比较全面之外
对其他作物的考证很薄弱
而想想看一个学者这么多年研究
也只是那么一点点的成果
多少说还是单薄了些

而且水稻的考古方面
相关的文章页不少
作者对资料的收集还是不够全面
2、haohaohaohaohaohaohao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
3、这个商品很不错，适合系统学习
4、主要偏重于器物考古成果和农业成果的起源收获的介绍，对先秦时期着墨过多，对中古、近古几
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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