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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古 文化 与 古 器 物 研 究

特约专家　杨宝成

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考古学是一门十分活跃的学科 ,备受学人关注。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大批古遗址 、古墓葬的发现 ,众多珍

贵文物的出土 ,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科学资料 ,进而促进了考古学的繁荣与发展。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已创办了 30 年 ,经过该系师生艰苦的努力 ,目前已成为中

国考古学界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本期刊发的我系教师撰写的一组学术论文 ,其中所讨论的

学术问题 ,或是当前考古学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或是学术界尚无人涉足的处女地。

杨宝成所撰写的《试论遗民文化》对遗民文化这一重要历史文化现象的产生背景及其

特征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通过对商遗民文化和楚遗民文化的具体考古学分析 ,指出在历代

王朝的政权更替过程中 ,都必然会出现遗民文化。余西云的《西阴时代:中国文明的滥觞》

一文对中国文明起源从一个新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中指出:在西阴文化时期 ,传统

的家庭模式趋于瓦解 ,社会的层级化已经显现 ,私有观念逐渐形成 ,成为中国文明的滥觞。

冰白撰写的《三峡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的新局面和新课题》一文 ,就三峡地区新石

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进行了全方位地分析与界定 ,系统地总结了

近 10年来配合三峡工程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进而提出了在新的时

期三峡考古所直面的新课题。贺世伟的《南宋官窑分期浅析》一文将南宋官窑出土的瓷器

通过类型学的分析 ,分为二期:第一期为南宋前期 ,其年代约为宋宁宗庆元年间 ,第二期则

为南宋中后期 ,进而推断南宋官窑创烧于绍兴年间 ,终烧年代可能在南宋中期偏后 ,南宋

官窑瓷器可分为礼器和日用瓷器两大类 ,其大部分产品当为宫廷内府所用 ,有一部分产品

可能流入了商品市场。

中华古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考古学方兴未艾。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世界考古学出

现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越来越多的新兴自然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田野考古调查 、勘

探 、发掘以及室内整理与研究工作中去 ,从而大大改善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技术手段与方

法 ,提高了考古学研究水平。我校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有很强

的实力 ,因此 ,我们希望今后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各学科能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 ,更希望有

关科技考古方面的文章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