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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考古学文化

”

概念及相关问题

向 绪 成

五
一

年代末
,

夏缄先生在 《关于考古学

上文化 的定名问题》一文中谈到了有特 定含

义的
“

考古学文化
”

与一般用语中
“

文化
”

的区别
,

并对考古学文化概念进行 了解释
,

一

年来
,

成为我 国考古界的传统认识
·

进入九
一

年代
,

有一些研究者对考古学文化

概念进行 了一翻反思和讨论
,

不满足 以往 的

解释
,

如有的研究者认为过去的考古学文化

概念
, “

比较 多地注意物质遗存
,

而对其中

所包含 的非物质 方面的囚索不够重视
” ,

因

而对考 古学文化概念予以修正
,

重新作了界

定
。

有的研究者提 出过去考古学文化概念

“

始终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 内
” , “

应

作人的拓展
,

要作大文化概念的思考
” 。

有的研究者主张
“

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看待

考古学文化
” 。

上述关 于考古学文化 的概念

问题引起我的思考
,

本文想就
“

文化
” 、 “

考

古学文化
”

与考古学上其它类别文化概念及

相关问题谈点自己的认识

一
、

关 于
“

文化
”

的概念

要想正确认识
“

考古学文化
” ,

必须先

明了
“

文化
”

的概念 指一般用语中的文化
,

闪为考 古学文化概念 与一般 文化概念 既有

区别
,

又有联系
。

什么叫文化
,

其定义在中

外学术界数 以百计
,

至今还没有一个 能让不

同学科不同学派都能接受的定义
,

因为
“

文

化的研 究和应用 是跨 学科的
,

站的角度 不

同
,

强调的重点不同
,

给出的概念范畴 自然

不同
,

多维视野的文化理论 自然引出复杂多

样的文化定义
” 。

这并不是说一个学科有

一个 文化概念
,

也不是说文化概念不可捉

摸
,

在众多定义中
,

除了表述不同
,

各学科

的侧重点不同外
,

在基本的含义上
,

有着许

多一致的认识 当今人们普遍认为文化是人

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

有着丰富的内涵
,

由物

质产品
、

精神产品
、

语言和符号
、

社会制度

和组织等构成

文化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

上海辞书

出版社出版的 《辞海》 年版 给文化 的

定义是
“

从广义来说
,

指人类社会历史实

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 富的

总和
,

从狄义来说
,

指社会的意识形态
,

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 ”

本文的

文化概念
,

主要从
’ ‘

义的角度进行解释
。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榷体
,

从结构上看
,

至少 , 丁以分为二个层面
,

既物质文化
、

社会

制度文化
、

精神文化
。

各层面还可 以按功

能系统或部门分类
,

如农业 文化
、

业文化
、

旅游 文化
、

宗教文化等
。

所以有了
“

整体文

化
”

的概念
,

是相对文化结构的层面与部 门

而言的
。 “

人文化
”

概念的提出同于
“

整体

文化
” , “

人文化
”

是相对
“

小文化 子文

化
”

而言的
。

请看提出
“

人文化
”

概念的

学者的解释
“

我们这里所说的
‘

大文化
’ ,

即是指政治
、

经济制度等在内的人类的整个

活动 方式
,

行为模式 以及全部物质与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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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

史学文化与文学
、

艺术
、

哲学
、

宗教

等观念形态的文化部门
,

均是这种
‘

大文化
’

支配下的
‘

子文化 
、

文化
’ 。

整体 “ 文

化
” , “

大文化
”

就是我们所指的
’ 一

义文化

概念
。

文化 不仅是一个复杂 的整体
,

而且还是

庞大的时空体系
,

文化总是与一定的时间一

定地域相联系
。

所 以
,

对于整体文化也可以

分类别
。

可按时间划分
,

如古代文化
,

近代

文化
,

现代文化等 可按地域划分
,

如东方

文化
,

西方文化等 可按时空结合划分
,

如

东方古代文化
,

西方近代文化等
。

整体文化

的分类与文化结构的分类是不同的
,

前者的

每一类别都是完整文化
,

包括 了物质的
、

制

度的
、

精神的完整结构
,

是整体文化类别
。

后者只是完整文化的某一方面
,

某一部分
,

或限于物质的
,

或限于制度的
,

或限于精神

的方面
,

可称为文化结构的层面文化或部门

文化
。

文化还有总体与单个 多个 之分
,

分别

相当于英语 一 文化 的
“

不 叮数文化
”

与
“

可数文化
”

两用词意
。

, 总体文化是人

们对文化的一种泛称
,

指人类经过 自己的创

造而形成的东西 包括物质
、

精神
,

以区 别

于自然界
,

是相对 自然 而言的
。

如我们说人

类原始文化
,

人类新石器时代文化等
,

都是

从人类总体文化角度来表述 的
。

人类创造文

化并不是以人类整体形式进行的
,

而是分为

许多个社会
,

在各社会 内部共同进行的
,

文

化要素在一个社会 内自成系统
,

实际上人类

文化是 以一个个不 同的文化系统 的形成存

在的
。

如某个氏族文化
,

某个部落文化等都

是单个文化
。

单个 多个 文化是相对人类共

同创造的总体文化而言的
。

无论作为人类 的

总体文化
,

还 是作为某个社会的 单个文化
,

其文化的含义都是相 同的
,

都是 山人共同创

造的
、

具有物质的
、

社会制度和组织的
、

精

神的相同文化结构
,

都是整体文化
。

文化研

究总是首先着眼于单个文化
,

然后上升到对

总体文化 的研究
,

探索人类文化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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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考古学文化
”

概念

什么 叫考古学文化
,

夏厢先生在 《关于

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 问题》一文中作了如 下

解释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上的特别术语
,

有特定的含义
, “

这是某一个社会 尤其是

原始社会 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

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
” 。 “

是表示

考古学遗迹 中 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 中
,

所观察到的共同体
” 。

年 出版的 《中

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卷对考古学文化的

定义基本上是按夏肺先生的解释作 出的
“

考古学文化
”

专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

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
,

分布 于共同地区
,

并

且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
, ” “

用 以表示考

古遗存 中 尤其原始社会遗 存中 所观察 到

的共同体
。 ”

上述解释明确指出了考古学文

化与一般文化的两点区别
,

一指
“

一群遗

存
” ,

二指
“

共同体
” 。

我想对这两点作如下理解
。

考古学文化

首先指 的是
“

一群遗存
” ,

这
“

一群遗存
”

必须是存在 于一定时期
,

分布于一定地域
,

毛有基本相 同的特征
,

集时问
、

地域
、

基本

特征二要素 于一体
。

其中基本特 征是主要

的
,

要在基本特征相同的前提下
,

确定其时

间跨度和地域范围
,

同时
,

基本特征又是在

一 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概括 出来的
。

这一特

定的
“ 一群实物遗存

” ,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

德称之为实物遗存
“

集合体
” 。

考古学文

化就 是实物遗存集合体的分类
,

是通过地层

学类型学的研究
,

采用比较归纳的方法划分

的
。

其次
,

考古学文化 是要表示一种
“

共同

体
” 。

怎样理解这种共 同体呢
,

柴尔德认为
“

这种集合体是今天所 见相 ”于民族 的人

们共 同体的物质表现形式
’, 。 “ ”今的民族

共同体 特 别是比较落后
,

比较原始而又较

封闭的民族共 同体
,

一般来说
,

在其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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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文化的物质形态 卜
,

有较 多的
·

致性 不

同民族共同体
,

其文化的物质形态又存在着

很 人差 别
,

人们往往 , 丁从物质形态这方面大

体区别出不同的 民族共 同体
。

那么古代的人

们共同体
,

即原始群
、

氏族
、

部落
、

部族也

应 该有各 自创造 的不同 于其它人们共 同体

的文化的物质形态
。

考古学文化是实物遗存

集合体即文化 的物质形态 的分类
,

正好 可以

表示古代人们 共 司体
。

但 民族学的材料又告

诉我们
,

一 个 民族共同体有一个独特的文化

的物质形态
,

并不是绝对的
,

也有 同一个民

族共 同体具有两个以上文化的物质形态
,

两

个 以上民族共 同体共有 相同相近 文化的物

质形态的现象
。

因为民族共 同体文化的物质

形态特 征是 由多种 原囚 造成的
,

有 自然环

境
、

生产力发展水平
、

生产关系
、

心理状态
、

风俗习惯
、

文化传统
、

审美观念
、

民族共同

体之问的接触与相互影响
、

分化与融合等原

因
。

不管哪种原因变化
,

都会 学致 文化的物

质形态的变化
,

这种变化 , 丁以使不同民族共

同体之问文化 的物质形态趋同厂也
, 丁以使 同

一民族共同体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
,

或 司

一 地域的不 同时期出现 两种 以上的文化 的

物质形态
。

此外
,

民族共同体的划分并不同

于考古学文化按实物遗存《文化的物质形态

的特征划分
,

而 以
“

共同语 言
、

共同地域
、

共同生活方式《即有共同的经济
、

社会和 文

化生活等 的 毛体形式》和共同的民族意识
、

民族情感
”

为标准划 分的
。

所 以考古学文

化表示的人们共 司体
,

与古代族的人们共 司

体既有联系
,

又有区别
,

我们 可称之为
“

考

古共同体
” 。

从表示人们共同体这方面看
,

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又是对人群的划分
。

考古学文化 首先指的 是集 时问地域 基

本特 征为一体的
“

一群遗存
” ,

其次是表示

类似族 的人们 共同体
,

这就是考 占文化的特

定含义
,

是 与一般文化的区别之所在
。

但考

古 学文化 与一般文化 并不是两个毫 不相 干

的概念
,

考古学文化既然称为
“

文化
” ,

在

内涵上与一般文化应该有密切关系
,

共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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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属性
。

有哪炸密切联系和相 同属性呢

我想主要表现在如 两个方面
。 ·

是考 占学

文化指的
“

一群遗存
” ,

是某个人群社会实

践的产物
,

属于文化范畴
。

考古学界起初之

所以将这特定的
“

一群遗存
”

称 为文化
,

而

非别的概念
,

就是因为实物遗存本身属于文

化范畴
,

是古代人类的文化现象 二是考古

学文化在表示类似族的人们共同体
,

一个独

立的社会单位时
,

我们不只限于研究这个人

们共同体的物质产品
,

或者说文化结构的物

质文化层面 还必须包括文化结构的精神文

化
、

社会制度文化等层面
,

研究的是一个完

榷的文化 正如有 的研究者所说
“
所谓考

古学文化
,

是一个包括一定空间
,

一定时间

范畴 的一个人群集团的各 方面内容的综合

概念
。

它虽 以一群独具特征的遗迹和遗物为

基本界限
,

但由这群遗迹和遗物所反映的各

方面情况
,

都可以包括在内
”

考古学文

化实质上是一个类似于族的人们共 同体文

化
。

这一方面
,

过去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没有

涉及
,

所 以
,

有的研究者提出对考古学 文化

作人文化概念的思考
,

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

看待考古学文化
,

在这个意义 上
,

是有道理

的
。

”然
,

将考古学文化等 同于人文化或人

类学文化概念
,

也是不妥 ”的
,

因为等同就
“

舍弃了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志
” ,

舍

弃了它所指
“

一群遗存
”

表示
“

共同体
”

这

一特定含义
,

这样
,

考古学文化就不成其为

考古学文化
一

了
。

我们对考古学文化概 念的认识可归纳

为 考 占学文化是指存在 一定时期
,

分布

一定地域
、

从本特征相 司的古代实物遗存集

合体
,

川以表示类似族的人们共同体及其创

造的物质的
、

社会制度和组织的
、

精神的东

西的总和
。

三
、

考古学上其它

类别文化概念

考古学 上
,

除了
“

考古学文化
”

概念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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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它类别文化概念
,

即按时间不同划分 同地质年代的
“

代
、

纪
、

世
”

时间单位 时

的文化层次一小段文化
、

期文化
、

时期文化
、

间方面的文化层 次是对 实物遗 存纵向发展

阶段文化
、

时代文化 按地域不同划 分的文 变化的观察
。

化层次一亚类型文化
、

类型文化
、

地区文化
、

对实物遗存的横 向比较观察
,

认识的是

区域文化
、

大区域文化
。

此外
,

还有序列文 地域 方面的文化层 次
。

考古 学文化在地域

化
、

谱系文化等
。

上
,

又是有一定分布范围的 “
地区文化

” ,

实物遗存的异 同
,

实物遗存的变化
,

既 在这个地伙范围内
,

如存在着若干小的地域

有时间性
,

又有地域性
,

还有量和质的变化
。

差异
,

可分成若十
“

类型文化
” , “

类型文

考古学文化的划分
,

只揭示 了在一定时期
、

化
”

是比考古学文化 即
“

地区文化 小的地

一定地域有着基本相 同特征的一群实物遗 域方面的文化层次 如果在
“

类型文化
”

分

存这一客观事实
。

而在一个考古学文化内
,

布范围内
,

还存在更小的地域差异
,

可划分

虽说它所包括 的实物遗存都具有相 同的基 为若十
“

亚类型 文化
” , “

亚类型文化
”

是

本特征
,

但在其发展过程 中
,

会随着时间的 比
“

类型文化
”

更小的地域方面的文化层次
。

推移发生变化
,

出现时间性的差异
,

在其分 在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之外
,

若干个考古学

布范围内
,

会 出现地域性的差异
。

在考古学 文化之问有较多共性
,

关系密切
,

便构成一

文化以外的实物遗存 主要是各考古学文化 个
“

区域文化
” , “

试域文化
”

是比考古学

之间 虽然基本特征不同
,

差异是主要的
,

文化俘
“

地区文化
”

人的地域方面的文化

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时间上的共性 层次
。

若十
“

区域文化
”

构成一个
“

人区域

和地域上的共性
。

这就 出现了以考古学文化 文化
” ,

依据的也是若干
“

区域文化
”

具有

为核心的多层文化 网络构架
。

的共性
,

是更人地域方面的文化层次
。

侮个

考古学文化在时间上是
“

时期文化
” ,

地域方 面的 文化层次 可作为不 同级别的社

一个考古学文化代表一个时期
。

在这个时期 会 单位

内
,

实物遗存从总体上看
,

基本形态特征不 上述时 空方面的文化 层次还可 以分的

发生质变
,

但处于量变的过程中
, ‘

,’这种量 更细更 多
,

但 口前就国内考古研究而言
,

以

变 旱现出若
一

干部分质变
,

显示考古学文化发 时空方面各五个 文化层次的划分常见
。

例如

展阶段时
,

我们就分成若十
“

期
” ,

在这里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时间方面一般分为
“

期
”

的时间刻度小
“

时期
” , “

期文化
”

早
、

中
、

晚二人阶段
,

就中期阶段文化来说
,

是小 十考 古学文化 即
“

时期文化
”

的时间 包括半坡《时期 文化
、

庙底沟 时期 文化
、

方面的文化层次
。 “

期文化
”

内
,

如果还存 西 王村 时期 文化
,

其中半坡文化分 为早
、

在时间上的差异
,

就 可分为若干
“

小段
” ,

中
、

晚三期
,

半坡 早期文化又分为早中晚二
“

小段文化
”

是比
“

期文化
”

小的时问方面 小段
。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地域方面的

的文化层次
。

从时间上观察
,

还有 比考古学 文化层次
,

有的研究者曾提出六个区域文化

文化人的文化层次 若十个考古学文化 即 的划分
,

我们以此作为基础进行论述
。

需
“

时期文化
”

构成一个
“

阶段 文化
” “

阶 要说明的是新石器时代
,

不同发展阶段
、

不

段文化
”

是根据其 内若十考古学文化有较多 同时期
,

各区域文化分布范围人小是不一样

共性
,

显示出人的发展阶段划分的
。

若 十
“

阶 的
,

但 中心地点变化不人
,

所 以整个新石器

段文化
”

构成一个人的时代
,

形成
“

时代文 时代人体 可分为六个区域文化
。

它们是北方

化
” , “

时代文化
”

也是根据其 内若 于
“

阶 区域文化
,

黄河中上游 试域文化
,

黄河下游

段文化
”

共有共同时代特征划分的
。

征一个 区域文化
,

长江中游试域文化
,

长江下游区

时问方面的文化层次可算一个时间单位
,

如 域文化
,

南方区域文化
。

就新石器时代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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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半坡时期来说
,

黄河中上游区域文化由

半坡文化
‘

陕地区
、

石固五期文化 豫中地

区
、

后 岗一期文化 豫北地伙 等文化构成
。

半坡文化 又 , 丁分为径东径西两个地域类型
。

考古学上的文化层次
,

是文化在时间方

面与地域方面的分类
,

这种分类依据的虽然

是实物遗存异同程度的不 同
,

但侮一层次的

文化都有一般 文化的特征和属性
,

都具备文

化的完整结构
,

共有丰富的文化 内容
。

序列文化是指 某一地域按 早晚顺序排

列的文化
,

不强调承袭关系 谱系文化是有

主要承袭关系的文化
,

反映 了文化的发展过

程
。

四
、

考古 学文化与各

层次文化形成的原 因

包括 考 古学文化在 内的时间方面 与地

域方 面的层次 文化完全是根据实物遗存异

同程度划分的
。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异

同现象的呢
,

弄清它们形成的原囚
,

有利于

我们更深地认识它们的涵义
。

导致考古学文化与时间方面
、

地域方面

层次文化形成的原因 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

一

首

先是地理环境和 自然条件不同的原因
。

地理

环境和 自然 条件不 同会使实物遗存 的形态

出现差异 如我国北方
、

南方
、

内地
、

沿海
、

山地
、

平原
、

森林
、

草原
、

湖泊
、

岗地等
,

因地质
、

地形
、

环境
、 产

毛候
、

资源等不同
,

人们的活动方式
、

居住形式
、

生产 卜 工
、

生

活用 毛
、

产 异与经济状况等有较 人差别
。

我

国新石器时代
,

靠近森林
、

山地
、

草原地带
,

适合 以采集
、

狩猎
、

游牧为主的经济
,

生产

几多傲
、

矛
、

刮削器
、

石片石器之类
。

一

些平原
、

山坡 岗地等 毛候
、 一

上壤 条件较好的

地 区
,

适 合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
,

生产

毛多是斧
、

铸
、

铲
、

刀
、

镶之类
。

黄河流域

因 毛候干燥
,

冬季寒冷
,

房屋建筑 多采用半

地穴式
。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汉因雨水多
,

潮

湿
,

房屋建筑多采用地面建筑和干栏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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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可见
,

地理环境
、

自然条件的不同
,

是

导致 各地考 古学文化面貌差异 的一个 重要

原因
,

也是类型文化
、

区域文化等地域方面

文化层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

其次是生产力水平 不同以及 由此产生

的生产关系
、

社会结构不同的原因
。

生产力

水平不同
,

会使生产 工具
、

生活用具
、

房屋

建筑等实物遗存发生变化
。

以陶器为例
,

处

于手制阶段的陶器
,

器形简单
,

种类少
,

陶

胎较厚
,

形状多不规整
。

处于轮制阶段 的陶

器
,

器形较复杂
,

种类 多
,

陶胎一般较薄
,

器形比较规整 生产关系
、

社会关系与社会

结构方面
, ,叮以墓葬为例

。

我 国新石器时代

中期阶段半坡文化时期以前
,

一般不见一对

成年男女合葬
,

而出一定数量的同性合葬
,

随葬 异很少
,

多只有数件
一

常生产生活用共

及装饰 异等
,

各墓之间在随葬品数量上也差

不 多
,

这 人概表 明社会 处于母 系制 公社阶

段
。

在此 以后 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
,

较普

遍出现一对 成年 男女合葬和 一对成年 男女

与小孩 子合葬
,

随葬品增多
,

且共有了财富

的性质
,

各墓之间随葬品多寡悬殊
,

这表明

社会进入了父系制公社阶段
,

并开始向奴隶

社会过渡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社会 内部的

矛盾运动
,

社会的发展
,

是期文化
、

阶段文

化等时间方面的层次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

也是考古学文化更替的主要原因
。

其三是人们共同体的存在 与独立创造

以及各人们共同体的宗教信仰
、

风俗习惯
、

爱好
、

心里因素
、

文化传统不同的原因
。

这

一原因使得处于同一时期
、

同一 生产力水

平
、

】司一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
、

地理环

境和 自然条件没多人区别的实物 遗存仍具

有不同的特征
。

例如同处长江流域
,

时间上

人体同时的人溪文化与马家洪文化
,

在埋葬

习俗上就有很大区别
,

前者较多屈肢葬
,

后

者较多俯身葬
。

同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

家窑
、

半山期文化
,

有的墓地以侧身屈肢葬

为主
,

有的墓地以二次葬为主 这显然是信

仰和风俗习惯不同的原因
。

大体同时的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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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化与大坟 口文化使用不同的炊共
,

前者 方法和途径
。

以釜为主
,

后者 以鼎 为主
,

这只能从爱好
、

研究人类社会历史
,

如果不具体地研究

文化传统不同等原因解释
。

古代人们共同体 各人们共同体的社会实践活动
,

就无法 了解

的存在与独立创造
,

人们 共同体 的宗教信 社会的结构
、

形态和发展奥秘
。

然而对狭义

仰
、

风俗 习惯
、

爱好
、

文化传统等不同的原 的历 史学来说
,

在 文献记载很 少的历史时

因 是考古 学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

类 型文 期
,

辨别古代各族 的共同体是很困难 的
,

在

化
,

区域文化 的形成与这方面的原因也有一 没有文献记载 的史前时期
,

辨别各氏族
、

部

定的关系
。

落等原始 民族共同体更是不可能的 考古学

其四是古代人们共同体之 间接触
、

交往 通过 古代 实物遗存在 时空方 面表现 出来 的

的原因
。

这一原因导致文化上出现 交流
、

传 异同现象划分 的考 古学文化与其它层次文

播
、

融合与分化
。

一个考古学文化在其分布 化正好反映了古代人们共同体活动 的轨迹
。

范围内
,

因相邻文化的影响不同
,

自然会出 其中地域 方面的层 次文化反映 了古代 不同

现地域差异
,

成为类型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 层次的人们共 同体和 不同级别社会组织 的

原因
。

相邻文化的影响会使整个考古学文化 存在现象
,

反映了各人们共同体与社会组织

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

甚至会与某些相邻文 之间的相 互联系
,

反映了社会 的结构 与形

化逐渐融合为同一的考古学文化
,

这也是考 态
。

时间方面的层次文化反映了古代人们共

古学文化发展
、

演变与更替的一个不可忽视 同体的变化和社会历 史的发展过程
。

的原因
。

文化之间的交流
、

传播和融合
,

会 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们共 同体密切相

使若 相邻考古学文化共性因素增多
,

成为 关
,

类 型文化
、

区域文化与古代人们共同体

区域文化形成 的一个重要原因
。

也有一定联系
,

但更多的与古代多级别的社

上述原因对 各层次文化的形成均有影 会组织密切相 关
。

民族共同体与社会组织既

响
,

但各有侧重
,

影响的人小程度不同
。

对 有联系又有区别
。

前文说过
,

作为民族共 同

考古学文化来说
,

上述原因都很重要
,

其中 体
,

一般 毛有
“

共 同语言
、

共 同地域
、

共 同

最重要的是古代人们共同体的存在
,

以及共 生活方式 即有共同的经济
、

社会和文化生

同体人们的宗教信仰
、

风俗 习惯
、

爱好
、

文 活等的共体形式 和共同的民族意识
、

民族

化传统和独立创造
。

生产力的发展
,

人们的 情感
”

等特征 古代 民族
,

特 别是原始 民族
,

不断创新
,

社会 内部的矛盾运动
,

其量变构 除这些特征外
,

更多带有血缘关系和姻亲关

成 了考古学文化发展
,

期文化形成的主要原 系的特色
。

民族共 同体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

囚 其质变构成了考古学文化更替
,

阶段文 段
,

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

有的民族 学

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地理环境和 自然条件的 者将其分为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类型
,

即氏

差别
,

人们共同体的密切接触
、

影响
、

分化 族
、

部落
、

部族
、

现代 民族 氏族社会
,

与融合是区域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

局部地 人们共同体以氏族形式出现
。

氏族共同体是

理环境和 自然条件 的差别
,

某些风俗习惯的 一种社会组织
,

又是民族共同体的第一阶段

差别
。

受周围文化影响的不同
,

是类型文化 表现形式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若十有联姻 关

形成的主要原因
。

系和友好关系的氏族逐渐组成部落
。

氏族 的

五
、

考古学文化与其它层次文化的划分 发展与裂变 可能会 出现胞族组织
,

氏族 内部

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意义 产生人家族组织
,

这就形成了多级别的社会

一 考古 学文化及 其它层 次文化 的划 组织 部落组织 的加强和发展
,

会逐渐形成

分
,

是我们从微观上 毛体地研究古代各人们 自己的共同活动地域
、

共同语言
、

共同宗教

共同体
,

进而研究整个古代社会历史的最佳 信仰
、

习惯
、

文化传统等
,

部落所创造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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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一致性
,

其内的各 氏族 就史前考古学文化而言
,

我们可以从如

逐渐 融合为统 一的人们共 同体
,

成为民族共 下方 面观察人们共 同体的社会实践 活动状

同体的第二阶段表现形式
。

这时的氏族作为 况
。

民族共同体的形式却越来越淡薄
,

在没有完 从生产工具的质地
、

种类
、

制作技

全消失之前
,

只能是一种低层次的民族共同 术
、

使用效率等方面直接了解 当时人们的生

体 有的研究者将 民族共同体也分层次
,

产力发展水平 可从生产部门的增加
、

劳动

部落成为较高层次的民族共同体
。

原始社会 技能的提高
,

产品的丰富程度等间接地 了解

后期
,

因部落 之问的冲突等原因
,

部落与部 当时人们的生产 力发展水平
。

落之间为着某种共同的利益结成联盟
,

这是 从生产工具的用途和其它遗物
,

了

当时最高形式的社会组织 稳固持久的联盟 解 当时的生产部门和生产状况 如从刀
、

镶
、

逐渐形成共同活动地域
、

共 同语言
、

共同经 粗
、

锄等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作物果实遗骸了

济和文化等
,

于是联盟发展成部族
。

部族存 解 当时农业经济状况 从链
、

鱼叉等狩猎捕

在于阶级社会
,

属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共 捞 「几具和野生动物遗骸 了解 当时狩猎经 济

同体
,

是 民族共同体的第二阶段表现形式
。

状况 从居住地发现 的野生植物果骸 了解当

进入部族社会后
,

各部落之 间的区别逐渐缩 时采集经济状况
。

根据家畜遗骸和有关家畜

小
,

同样
,

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形式越来越淡 的绘画
、

雕塑等了解当时养畜业经济状况

薄
,

在其消失之前
,

亦为低层次的民族共 同 从各种 手
一

二业工其及相 关遗迹 了解手工业

体
,

部族成为高层次的民族共 同体
。

部门和生产状况
,

如制骨
、

制玉
、

制陶
、

制

由基本特 征相同的实物遗存
“

集合体
”

铜
、

纺织缝纫
、

竹器
、

木器等
。

了解各种经

所表现的考古 学文化与古代 己经形成的最 济比重
,

判断属何种经济类型
。

也就是说通

高层次的 民族 共同体最为接近
,

联系最密 过实物遗存 可以了解 人们共 同体 的吃 穿住

切
,

其它地域方面的层次文化多与复杂的多 行等物质生活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
。

级别的社会组织相联系
,

类型文化还 可能与 《 从一些遗迹遗物可 以直接和 间接地

低层次的 民族共 同体相联系
,

伙域文化还 叮 考察人们共同体的精神生活
。

如对人们文化

能与正在形成的高层次民族共同体相联系 艺术的考察
,

可从各种装饰 品
、

艺术品 了解

考 占学文化一 与古代民族共同体相联系
,

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及对美的欣赏水平
。

从

就成为一种社会 单位
,

共有了社会的历史的 各种艺术品了解 当时的绘画
、

雕塑
、

音乐舞

意义
。

类型文化
、

区域文化等因与古代人们 蹈等 艺术种类
。

从艺术风格
、

体材
、

手法
、

共同体有一定联系
,

特别与古代多级别的社 含义等方面了解人们 的艺术水平与发展过

会组织
、

社会结构相联系
,

也共有社会的历 程 对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考察
,

可以从

史的意义
。

这样
,

我们 可以象 民族学研 究民 一些遗迹遗物 了解人们 对 自然 界某些特 定

族共 同体 一样 来研 究考古学文化及其它层 对象的崇拜
,

对祖先的崇拜
。

从墓葬的形制
、

次文化
,

并通过 考古学文化及其它层次文 葬式
、

葬俱
、

随葬品了解人们共同体的埋葬

化
,

探讨其背后人们共同体的活动方式和社 习俗
。

可从装饰品
、

生活用具
、

居住形式等

会历史发展过程
,

探讨古代 民族的形成与演 了解人们其它各种风俗习惯
。

还可以考察 由

变过程
。

这些信仰
、

习惯
、

风俗等形成的传统文化
,

二 我们 能够通 过考 古学文化 及各层 进一步研究产生这种文化的土壤
,

条件和原

次文化
,

毛体地研究各人们共同体的物质生 因
,

探索文化发展的特征和规律
。

活
、

精神生活
、

社会制度
、

社会形态等各方 通过实物遗存 可以考察人们 共同体

面
,

的社会制度
、

社会结构和形态
。

可 以从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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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

埋葬制度等方面了解人们共同体所有

制形式
、

产 品分配方式
,

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
、

婚姻状况
、

社会组织
、

管理机构等
,

从而认

识人们共 同体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

考古学文化 内的类型文化
、

期文化等的

划分是对考古学文化 更细微的观察
。

根据其

形成的原因
,

我们可 以通过类型文化等 了解

考古学文化内局部风俗习惯的差别
,

并与不

同的社会组织或低层次民族共同体相联系
,

探索其复杂的社会结构
。

了解与周围相邻文

化的关系
,

各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
,

探索人

们共 同体及其文化兴衰的原因
。

通过期文化

了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
。

区域文化
、

阶段文化等的划分可算是宏

观观察
。

根据区域文化形成的原因
,

可以考

察区域内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区域 内文化

的融合与分化过程
,

并与当时最高的社会组

织或即将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相联系
,

与传说

时代的原始民族相联系
。

从各区域文化的特

色认识古代文化 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

可以考

察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

包括交往
、

文化

的传播与吸收
,

融合与分化
。

从各区域文化

生产 力水平
、

经济状况的比较
,

认域 文化分

布范围的伸缩
,

了解各区 域文化的兴衰及区

域文化发展 的不平衡性
。

从各区域文化的共

性及 向同一性
、

统一性发展的趋势
,

探索现

代 民族的形成过程
。

如我国史前社会各区域

文化之间的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

成为中华 民族形成过程 的一个重要发展阶

段
,

研究中华民族形成过程
,

必须从史前各

区域文化 的共性 与不断融合 开始
。

根据时间方面文化层次形成的原因
,

可

以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
,

对整个社会

生产力水平
、

经济发展状况
、

社会结构和社

会形态变化进行观察
。

就史前社会来说
,

这

种观察还包括私有制
、

阶级
、

国家及文明起

源等 问题
。

考古学文化一方 面与 古代人们共 同体

密切相关
,

具有类似族的共 同体文化性质
,

有其客观存在的一面
,

另一方面
,

考古学文

年第 期

化是考古学研究者 为了把握 古代人们共 同

体及其创造 的文化这一客观事实
,

从研究的

需要出发而作的一种人为的划分
,

带有主观

意志的一面
。

且不说人们在划分考古学文化

时
,

因受资料
、

认识水平等 因素的制约
,

存

在着一个对考古学文化划分 是否准确恰 当

的问题
,

既使人们对考 古学文化划分很准确

恰当
,

与古代人们共同体也不能等 同
。

理 由

如前所述
,

不再重复
。

所 以在用考古学文化

复原古代族的人们共同体的历史过程时
,

总

是存在 一定局限性
,

其真实性只 能是相对

的
,

只能做到接近历史的真实
,

而不能完全

达到历史的真实 这并不是贬低考古学文化

的作用
,

而是正确看待考古学文化
。

当今在

用古代 实物遗存研 究人类 古代历 史的方法

上
,

只有考古学文化 的划分
,

才
一

能做到复原

人类古 代历史《主 要是 史前 社会历 史 的面

貌
,

做到接近历史的真实
。

口前还没找到比

这更好的方法和途径

注释

川 夏煎 《关 于考 古学文化 的定名 问题 》
,

《考

, 一, , 年 第 期

谢长祀 《考 古学文化新界 说
,

东 南文化 ,

, , 年第 期

张 爱冰 《考 古学是什 么一俞伟 超先生访 谈录》
,

东南文化 》  年第 期
。

徐 万邦
、

祁庆 富 《中 国少 数 民族 文化通论 》第

贞 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二
, , 年

。

程 京生 《文化研究 与析学研究杨宪 邦先生答 问

录
,

《东 南文化 年 第 期
。

张厂
‘

钾
、

张广勇 《史学
、

文化 中的文化文化 视

野中的 西方史学 》第 页 浙江 人民 出版社
,

百, , 年

月刘丹青 《论
“

可数文化
”

与
“

不可数文化
”
》

《东南文化 》 年 第 期
。

 卜
,

一

 、 年
。

川杨桩 民族学概论 》第 , 页
,

中国社会科学

版 社
, 一 年

。

俞伟超 《关 于
“

考 古类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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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任何遗迹遗物
,

由此 可见
,

该甫钟不象

似出土于墓葬
,

也不象似 出土于窖藏
,

而可

能是与山川祭 祀有 关
。

大连 山出土的两件 雨钟均 以青铜铸造
,

形制完全相同
,

但大小稍有区别
,

其大者通

高 厘米
,

甫长 厘米
,

铣长 厘米
,

铣间 厘米
,

舞修 厘米
,

舞广

厘米
,

重 公斤 小者通高 厘米
,

雨

残长 厘米
,

铣长 厘米
,

铣 间 厘米
,

舞修 厘米
,

舞厂
‘

厘米
,

重 公斤

二钟钟体颇长
,

甫较短
,

呈圆锥柱状
,

中空

与腹腔相通
,

甫的中下部有 凸棱千
,

干上有

纽索状旋
,

钟体正背面以钮 间为界
,

分三排

四组共饰有 颗枚
,

钮 间
、

篆 间有小乳钉

状的连珠纹镶边
,

雨部及钮 间无纹饰
,

舞部
、

鼓部和篆间饰 云雷纹
,

其大钟的鼓部及篆间

饰细阳线云雷纹
,

舞部饰粗阴线云雷纹 图

一
,

小钟则均饰粗阴线 云雷纹 图二
。

二钟

的枚
、

篆均 占钟面积的绝大部分
,

此钟形制

和纹饰具有西周青铜 甫钟特征
,

与陈梦家在

《西周铜器断代》中
“

西周中期的钟有干
、

旋
、

枚者
,

惟 雨仍 中空与内腔相通
,

鼓处平

且有花纹
,

开始有长方形征间
,

未见有铭文
”

川所说相符 将它们与 年江西省萍乡

市彭 家河所 出 土的两件 西周中期青铜 雨钟

相比
,

不仅形制完全一致
,

且大小也基本

相 同
,

由此推断
,

该 币钟年代应 为西周中期
。

大连 山出土的两件 币钟
,

是 口前崇阳地

区发现的最早西周铜 甫钟
,

是 自  , 年大

年第 期

市汪家咀 出土最 早铜鼓之后又一次重要发

现
,

是探讨崇阳地区青铜古乐器历史源流的

珍贵实物资料
。

关于先秦时期的青铜乐器
,

在 崇阳 各地 均 有 发现
。

早在 清道 光末 年

年
,

肖岭台山就出土过一件春秋战国

时期的搏钟
。

近十年来也出土过较多种西

周及春战时期的青铜乐器
,

如 年金沙

镇板坑村 出土了一件战国铜钮钟
,

年

白霓镇大市村出土一件春秋时期的句组
,

年天城镇 白泉村亦 出土了一件西周晚

期铜 雨钟
,

由此可见崇阳地 区出土的先秦时

代青铜乐器不仅年代早
,

而且种类 多
,

实可

称古青铜乐器之乡
。

此次西周青铜 雨钟的再

次出土更好能证 明这一 点
,

如此将定会引起

音乐考古界专家 的关注和重视
。

大连 山甫钟 出土后
,

承蒙省博物馆研究

员
、

副馆长冯光生
,

省博物馆音乐文物研究

室主任 张翔 等专 家亲临我馆 进行考察测音

及提供其音乐性能数据
,

谨此深表感谢

参加调 查人员 陈菱野 龚池生 刘

三保

执笔
、

摄影
、

拓 片 刘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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