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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人類學研究所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 

 

中國考古學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課程大綱 

  

 

教授：臧振華 

Tsang, Cheng-hwa 

          

 

一、課程目的 

 

 自二十世紀初現代考古學從西方傳入中國，這門學問便很快地在歷史悠久、族群及文化

多元的中國土地上生根成長，至今已取得了大量的研究資料和豐富的研究成果，不只對中國

古代人類文化和歷史的研究及文明進程的理解有重要的貢獻，即使對其它人文、社會科學，

甚而自然科學領域的一些研究課題，例如:中國古代的社會型態、經濟變遷、工藝美術、科技

發展、宗教禮制、國家主義、民族發展、族群遺傳、農業起源和天文星象等，也提供了非常

珍貴的出土資料。因此，過去半個多世紀以來，被稱為是中國考古學的黃金時代。 

 本課程的目的是要介紹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發現，以及重要的研究成果和所探討的重要

課題，期使選課的同學對中國考古學有所認識和了解，並培養研究的興趣和發展的能力。 

 

二、課程要求 

 

 本課程以講授、閱讀和討論三種方式進行，並輔以影音資料和課外參訪。每次上課，教

師除綱要式介紹當週的討論焦點之外，考量閱讀考古資料是進入考古學的基本門徑，所以會

要求每一位上課的同學必須閱讀指定的考古遺址報告及相關論文，並就其中所涉及到的議題

加以歸納與分析，提出書面及口頭報告，與大家分享。 

 本課程成績之評量包括日常討論佔 30％，期末考試佔 40％，學期報告佔 30％。學期報

告須在學校規定期限內交繳(1 月 25 日前)。延遲交繳將會影響成績評分(每延遲一天扣 3 分)。 

 期末報告可就從舊石器時代以迄三代之間的考古資料任選一主題（如社會政治組織、生

產方式、聚落形態、工藝技術、宗教、戰爭、文化變遷等等）撰寫，或可對一處考古遺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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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加以分析與研究，但此報告不應只是考古資料的堆砌或出版論文的轉抄，而是要能從考

古資料中提出具體議題，並能夠運用和分析資料，同時還要注意報告寫作的文字和格式。報

告字數不得少於 3000 字 (碩博士生 5000 字)，須注意研究的步驟與過程。計分的比例：問題

（20％）、資料運用（30％）、分析方法（30％）、文字和格式（20％）。 

 

三、聯絡方式： 

Ｅ-mail:   zzhggl@gmail.com 

Tel.      (03) 5743049 

研究室：  C626 

諮詢會面時間:星期二、星期三。 (請先預約) 

  

四、講授進度 

I、導言 

 第一週(912)：     討論焦點： 

課程內容說明 

     什麼是考古學 

     中國考古年代學 

     中國考古學詞彙 

中國考古學的研究資源 

 

II．中國考古學簡史 

 第二週(9/19):      討論焦點： 

中國考古學的發展歷程   

     中國重要的考古學家 

     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概念 

 

ⅡI、遠古的狩獵和採集：舊石器時代 

 第三週(9/26)： 討論焦點： 

更新世的自然環境與生態適應。 

中國是人類起源的搖籃嗎? 

     中國舊石器時代人類和文化的演變。 

     更新世末與全新世初過渡期之人類環境適應與文化發展 

     智人在東亞地區的起源問題：單一地區或多地區演化？ 

     中國舊石噐形制、製造技術與時空變異。 

     重點遺址：  雲南昭通古猿遺址 

雲南元謀人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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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周口店遺址 

           陝西藍田人遺址 

           安徽和縣人遺址 

雲南蒙自馬鹿洞人遺址 

福建三明萬壽岩遺址 

廣西百色革新橋遺址 

山西晉城市下川遺址 

河北保定南庄頭遺址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林市甑皮岩遺址 

廣東英德青塘遺址 

 

IV、農業與畜養的起源與發展－新石器時代早期 

 第四週(10/3)： 討論焦點： 

新石器時代的概念 

     冰期後東亞地區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環境 

     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農業生活 

     重點遺址：  

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 

            江西萬年仙人洞、吊桶環遺址 

            內蒙古敖漢興隆溝遺址 

          浙江浦江上山遺址 

 

 第五週(10/10)  國慶日 （國定假日）   

 

 第六週 (10/17)： 討論焦點： 

部落社會的發展（一）－華北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村落與文化 

生業形態 

聚落形態 

社會性質與結構 

重點遺址: 

    陝西西安半坡遺址 

    陝西省西安臨潼姜寨遺址 

    山東滕縣北辛遺址 

    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 

    甘肅臨洮馬家窯遺址 

遼寧凌源牛河梁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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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週(10/31)： 討論焦點： 

部落社會的發展（二）－華南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村落與文化 

生業形態 

聚落形態 

社會性質與結構 

重點遺址: 

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 

湖北荊門屈家嶺遺址 

安徽含山凌家灘遺址 

四川巫山大溪遺址 

廣西南寧頂螄山遺址 

廣東深圳咸頭嶺遺址 

福建明溪南山遺址 

 

V、社會複雜化的出現 

第八週(11/7)   討論焦點： 

社會複雑化－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與社會 

城墻聚落的普遍 

社會分化的呈現 

威權物品的象徵 

重點遺址：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 

         浙江杭州市良渚遺址 

         湖北天門石家河遺址 

         陝西神木石峁遺址 

         山東日照兩城鎮遺址 

青海民和縣喇家遺址 

      

VI、國家社會的形成－青銅時代 

第九週 (11/14)： 討論焦點： 

青銅時代的概念 

從龍山到青銅時代  

     夏王朝與夏文化的探索 

     重點遺址： 

         河南偃師二里頭遺址 

         山西夏縣東下馮遗址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 

湖北天門石家河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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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煤山文化類型遺址 

 

 第十週(11/21)：  討論焦點： 

商代的考古與中國信史的建立 

殷商文明－商王朝的文化、社會、經濟、王權與宗教 

     重點遺址： 

         河南安陽小屯殷虛遺址 

         河南鄭州商城遺址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 

         湖北武漢市盤龍城遺址 

         山東濟南大辛莊遺址 

         

 第十一週(11/28)： 討論焦點： 

周代的考古－地下史料與文獻的結合 

  考古資料所見周代的文化、社會、經濟與禮制變遷 

  周朝列國的考古發現 

     重點遺址： 

         陝西扶風、岐山周原遺址 

西周都城豐鎬遺址 

         山西天馬曲村遺址 

河南三門峽虢国墓地遺址 

         北京琉璃河遺址 

         山東曲阜魯國故城遺址 

         河南淅川下寺古墓群 

 

VII、 邊陲地區的考古 

第十二週(12/5):  討論焦點: 

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語族擴散問題 

中國東南海岸史前海岸適應 

重點遺址: 

馬祖亮島人遺址 

福建平潭殼丘頭遺址 

福建閩侯曇石山遺址 

福建東山大帽山遺址 

廣東深圳咸頭嶺遺址 

香港南丫島深灣遺址 

           

VIII、專題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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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12/12)：討論焦點： 

其它中國專題考古－鹽業考古、科技考古、環境考古、都邑考古 

考古學資料與特定課題 

     重點遺址： 

         四川忠縣中壩遺址 

         青海民和喇家遗址 

         河南舞陽賈湖遺址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河南安陽殷墟遺址 

雲南石寨山遺址 

 

第十四週(12/19) : 討論焦點： 

中國水下考古學的啟始與現狀 

中國水下考古學的發展與侷限 

貿易陶瓷 

重點遺址: 

         泉州后渚港南宋木船 

廣東南海一號沉船 

         廣東南澳一號沉船 

         西沙華光礁一號沉船 

寧波小白礁一號沉船 

 

IX、文化遺產保護與公眾考古 

第十五週（12/26）: 學生報告 

      討論焦點： 

中國考古學與文化遺產保護 

法律 

大遺址保護 

博物館與公眾考古學 

世界脈絡中的中國考古學與中國古文明 

 

第十六週 （1/2）  開國紀念日補假 

 

第十七週(1/9):  期末考試  

 

 

五、指定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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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論 

 *劉莉、陳星燦, 2017，《中國考古學》，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有限公司。 

 Chang, K.C., 1986,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4th 

edition). (中譯本: 2002，《古代中國考古學》，遼寧教育出版社。) 

Chang, K.C., 1980, Shang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中譯本: 2002，《商代文明》，

遼寧教育出版社） 

張光直，1983，《中國青銅時代》。聯經出版公司。 

。  

（二）各週讀物：（前有＊號者為必讀） 

 

第一週： 

*張光直，1988，〈泛論考古學〉，《考古學專題六講》。 台北：稻香出版社，頁 53－61。 

 *嚴文明，1997，〈關於考古學文化的理論〉，《走向世紀的考古學》，三秦出版社。 

*趙春青，2013，〈論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的幾個問題〉。

www.kaogu.cn/cn/xueshuyanjiu/yanjiuxinlun/xinfangfa.../36077.html  

 

第二週： 

 *劉莉、陳星燦, 《中國考古學》第 1 章。 

*張光直，1995，〈考古學和中國歷史學〉，《考古與文物》，3，1－10 頁。 

*臧振華，2011，〈百年來的考古學：傳承與轉型〉，《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篇》，聯經

出版公司。 

*陳星燦，1997，《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有限公司。 

李濟，1950，〈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國立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1 期，63－79

頁。 

 李光模，2004，《李濟治學生涯瑣記》，清華大學出版社。 

 

第三週： 

*劉莉、陳星燦, 《中國考古學》第 2 章、第 3 章。 

 *王幼平，2000，《舊石器時代考古》，北京，文物出版社。 

 *祁國琴，1990，〈華北更新世人類環境〉《人類學報》9：4 

*吳新智，2006，〈現代人起源的多地區進化學說在中國的實證〉《第四紀研究》26 卷 5

期，702-708 頁。 

*柯越海 宿兵 盧大儒 金力 李宏宇 陳黎峰 戚春建 郭新軍 黃薇 金建中，2001，〈Y 染

色體遺傳學證據支持現代中國人起源于非洲〉，《科學通報》第 5 期，411-414 頁。 

 吳汝康、吳新智、張森水，1989，《中國遠古人類》，北京，科學出版社。 

Darren Curnoe1, Ji Xueping, Andy I. R. Herries, Bai Kanning, Paul S.C.Tacon, Bao Zhende, 

David Fink, Zhu Yunsheng, John Hellstrom, Luo Yun, Gerasimos Cassis1,Su Bing, 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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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e1, Hong Shi, William C. H. Parr1, Huang Shengmin, Natalie Rogers, 2012, Human 

Remains from the Pleistocene-Holocene Transition of Southwest China Suggest a Complex 

Evolutionary History for East Asians, PLoS ONE | www.plosone.org,volume 7, issue 3. 

Pp.1-28. 

李濟，1965，〈北京人"的發現與研究及其所引起之問題〉《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4 : 

15-59。 

李濟:，1967，〈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6: 97-150。 

福建文物局、福建博物院，2006，《福建三明萬壽岩舊石器時代遺址─1999-2000. 2004 年

考古發掘報告》。 

文物出版社，2012，《廣西百色革新橋遺址》 

 

第四週： 

*劉莉、陳星燦, 《中國考古學》第 4 章、第 5 章 

*Ｄavid Cohen, Ofer Bar-Yosef, Xiaohong Wu, Ilaria Patania, Paul Goldberg, 2017, The 

emergence of pottery in China: Recent dating of two early pottery cave sites in South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41: 36e48. 

*Xinyi Liu, Dorian q. Fuller, and Martin Jones，2015，Early agriculture in China，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chapter 12.  

*周鋒，1995，〈全新世時期河南的地理環境與氣候〉《中原文物》第 4 期， 111-114 頁。 

 

第六週 

 *劉莉、陳星燦, 《中國考古學》第 6 章 (pp.179-206) 

*陳星燦，2013，〈從龍山形成期到相互作用圈，張光直先生對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認識

和貢獻〉，《東亞考古學的再思－張光直先生逝世十周年紀念論文集》，中央研究院歷史語

言研究所，219-228 頁。 

*嚴文明，1987，〈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3：38－50。 

*戴向明，1998，〈黃河流域新石器文化格局之演變〉《考古學報》4:389-418。 

 

第七週 

*劉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第 6 章 (pp. 207-221) 

*王海明、劉淑華，2005，〈河姆渡文化的擴散與傳播〉《南方文物》3:113-118。 

* Zhang, Chi and Hsiao-chun Hung, 2008, The Neolithic of Southern China-origin, 

development, and dispersal, Asian Perspectives. 47(2):299-329. 

*張忠培，2012，〈良渚文化墓地與其表述的文明社會〉《考古學報》4:401-422。 

 

第八週 

*劉莉、陳星燦, 《中國考古學》第 7 章。 

*Underhill, Anne, P., 1994, Variation in settlements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of nor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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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33 (2):197-228. 

*秦嶺，2015,〈權力與信仰－解讀良渚玉器與社會〉《權力與信仰－良渚遺址群考古特

展》，文物出版社。 

*趙輝、魏峻，2002，〈中國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與研究〉《古代文明》第一卷，文物出

版社。 

 

第九週 

*劉莉、陳星燦, 《中國考古學》第 8 章。 

*張光直，1983，〈中國青銅時代〉《中國青銅時代》，聯經出版公司，1-30 頁。 

*杜正勝，1991，〈夏代考古及其國家發展的探索〉《考古》第 1 期，43-56 頁。 

*張弛，2017，〈龍山—二里頭—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改變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形成〉《文

物》 6:50-59。 

許宏，2014，《何以中國》，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有限公司。 

 

第十週 

*劉莉、陳星燦, 《中國考古學》第 9 章。 

*張光直，1983，〈中國考古學上的聚落型態－一個青銅時代的例子〉《中國青銅時代》，

聯經出版公司，121-140 頁。 

*張光直，1983，〈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個關鍵問題〉《中國青銅時代》，聯經出版公

司，65-90 頁。 

*李濟，1990，〈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李濟考古論文集》，796-823 頁。 

唐際根，2009，《殷墟: 一個王朝的背影》，科學出版社。 

 

第十一週 

*許倬雲，1982，〈周人的興起及周文化的基礎〉《求古篇》，聯經出版公司。 

*羅泰，2017，〈諸侯氏族內的等級和性別差別〉《宗子維城》，上海古籍出版社。 

  (另參閱:羅泰谈考古材料中所见的代社会, 2017/8/13 澎拜新聞) 

*張天恩，2013，〈西周社會結構的考古學觀察〉《考古與文物》第 5 期，53-62 頁。 

*徐天進，2003，〈西周王朝的發祥之地-周原—周原考古綜述〉，《考古學研究》(五)，科

學出版社。 

杜正勝，1980，〈周秦城市的發展與特質〉《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1/4:615-747 頁。 

 

第十二週 

*Peter Bellwood, 1984-85, A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Origins, Asian Perspectives, xxvl(l), 

pp. 107-117. 

*Peter Bellwood* and Eusebio Dizon, 2005, The Batanes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th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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