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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

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
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
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
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
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
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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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北方地区　这里的北方地区主要是指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地区。红山文化是这一阶
段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　　红山文化最早于1935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这种包含彩陶
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在长城以北，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1954年尹达提
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②为学术界所接受。　　20世纪50年代以来，红山文化的遗址和墓地陆续
有所发现。最为重要的是，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宗教性建筑遗迹和大规模的积石墓
群，这些积石墓出土了礼器和玉器，连同建筑遗址中与真人相仿的女性塑像，成为学术界探索中国文
明起源新的热点。③在大型女神庙址的周围，分布多处积石冢，冢内砌筑大小型石棺墓，有些墓葬随
葬玉器，葬制特殊。综合考察女神庙址和积石冢群的性质，推测这是当时安葬死者、祭祖拜神的中心
场所。④根据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等重要发现，苏秉琦提出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重要论述，
认为“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并非指通常所理解的城市
或都市；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⑤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可概
括为三种文化，属于三个时期，三个时期之间有两个中间期。其中第一个时期，即是以“红山诸文化
”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这些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中心大墓（M1
）的墓主人为一成年男子，属于一座红山文化高等级的墓葬。墓长3.8米、宽3.1米，石棺讲究且用大石
板封盖。随葬玉器璧、勾云形佩、镯、龟、箍形饰等7件，器形较大，制作精美。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
墓主人也是一成年男性，随葬都是玉器，置于死者周围，有双连璧、勾云形佩、璧、龟、兽面牌饰、
镯、箍形饰等20余件。第二地点四号冢筒形器墓的墓葬周围摆放密集的筒形器，墓内外以随葬陶器为
主，主要是筒形器和盖罐，少见玉器和其他随葬品。每墓各随葬一件双耳彩陶罐，体积较大且规整，
纹饰色彩艳丽，为红山文化彩陶所罕见，应是一种专用祭祀器皿。①　　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现
的13座红山文化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还有积石墓。除M13外，均为单人葬。有仰身直肢，也见侧
身屈肢。M7所在位置较高，为长方形积石石板墓，随葬有玉块、石凿，墓主人右手还握有贝壳，可见
其地位较为特殊。M13为四人合葬墓，出土的石斧、石锛制法与形制均与已发表的富河文化同类器相
似，表明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在一定时段内年代曾相互平行，文化有所交流。②　　红山文化的墓地
发现不多，尚不足20处。但是伴随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10余处积石冢群的发现，则引起了
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遗憾的是，关于墓葬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　　高美璇曾对红山文化墓葬特征进
行过简单的概括。认为墓地多设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附属建筑，墓葬排列有一定的方向。积石冢有方
、圆两种形制，冢的周围有数量不等的小型石棺墓，中心部位则为砌筑讲究、随葬丰厚的大型石棺墓
和石椁墓。墓室内随葬玉器，墓室外随葬陶礼器，而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甚少见。葬式有仰身直肢葬
和二次葬两种。①　　华玉冰等将红山文化墓葬分为甲类（土坑竖穴墓）、乙类（土坑竖穴石棺墓）
和丙类（积石石棺墓）三种类型。并认为红山文化可以分为三期。早期墓葬基本类型是甲类，个别等
级较高者为乙类，墓上积石环绕；中期墓葬基本类型为乙类，因身份不同分四个等级，依据祭祀方式
的不同分早晚两段，早段墓上环绕筒形器圈，晚段墓上建有圆坛；晚期墓葬基本类型为丙类，因身份
不同也分四个等级。②　　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把玉器作为几乎唯一的随葬器而不葬或基本不葬陶、
石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思想观念，是东北渔猎文化区的特色。
由“唯玉为葬”到“唯玉为礼”，由通神工具到通神独占就是这一社会飞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集中表
现，是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结晶，也是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河文明起源的一个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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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
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
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
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
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
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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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想了解关于陵墓文化，丧葬文化，一点也没还有，却是陵墓出土概述。
2、买是因为考研，我是跨专业，而且考的学校还单独命题，疯了一样买和考古有关系的书，希望可
以对自己有所帮助。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这个专业选择了历史。买的时候完全是抱着一种看热
闹的心理，还希望是那种关于古墓的八卦呢，完全不是，相当的专业。可是说专业吧，又没有我考试
需要的任何东西，反正个人感觉非常一般，谈不上什么研究啊的，当然也许是我水平低的原因。
3、很有用。非常有用。
4、找了好久了终于在当当找到了5月27日拿到的不错哦~~~
5、综述。
6、大内容只是索引，如见某杂志第几期，没有文章的内容简介，只可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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