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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93 學年度上學期中國考古學課程大綱 
 

陳伯楨 
人類學系 303 室 

pochan@ntu.edu.tw 
(02)2363-0231 轉 2095/0939-513-716 

Office Hour: 請用電話或 E-mail 預約 
 
本門課為一學期三學分的課程，目的在使修課學生能對商時期以前的中國考古學材料有初步的認
識，同時了解中國考古學中一些重要的議題及近來的趨勢。修習本課的同學必須閱讀每週指定的
閱讀書目，並參與課堂討論。課堂評分包括課堂表現(25%)、二次課堂作業(35%)以及期末考
(40%)，課堂表現中，口頭報告佔 15%，出席及課堂討論參與佔 10%。 
 
課程要求： 
修習本課之同學必須閱讀每週指定之閱讀書目，並參與課堂討論。課堂表現(25%)、二次課堂作
業(35%)以及期末考(40%)。 
 
學期中每位同學至少需做一次報告，報告主題將在第一次上課時指定。課堂作業每次約三至四題
(可從五至八題中做選擇)，每題回答長度限至在一到兩頁之內(不包含書目)。需尋找課堂指定讀
物以外的資料撰寫，文章引用及相關報告格式請依臺灣人類學刊格式規定(請參照
http://www.sinica.edu.tw/ioe/r103/Chinese_submission%20guidelines.htm)。修課學生需在作業繳交
日當天早上九點以前 e-mail 至 pochan@ntu.edu.tw。無正常理由遲交者，遲交一日扣該作業 5%，
超過一周者不得再補交。 
 
主要課本： 
張光直 著、印群 譯 

2002 古代中國考古學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原書為 Chang Kwang-chih,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th
 

edition, 1986). 
 
第一週(9/13) 課程簡介與中國考古學基本參考資料介紹 
授課內容： 

1. 介紹授課的基本形式與要求。 
2. 介紹中國考古學研究上常用的工具書及網路資源。 
3. 中國考古學中的基礎概念及如何閱讀中國考古學報告。 

 
第二週 (9/20) 中國考古學史 
授課內容： 

1. 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史。 
2. 目前中國考古學界概況。 
3. 目前美國、歐洲及日本等地對中國秦代以前考古學的研究方向。 
4. 中國考古學中常見的名詞與概念 

必讀書目： 
古代中國考古學 序言 
夏鼐 

1959 關於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  考古 1959(4):169-172. 
蘇秉琦、殷瑋璋 

1981 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  文物 1981(5):10-17. 
1982 地層學與器物形態學  文物  1982(4):1-7.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1993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67 (257): 839-849. 
1995 The regionalist paradigm in Chinese archaeology.  in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edited by Philip L. Kohl and Clare Fawcett  pp.198-2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參考書目 
Chang, Kwang-chih 

1981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13(2):156-169. 
2002 Reflections on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3(1/2):5-13. 
Tong, Enzheng 

1995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edited by Philip L. Kohl and Clare Fawcett  pp.177-1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ng, Tao 
1997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school: Su Bingqi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71(271):31-36.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1999 Xia Nai  in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 The great archaeologists  edited by Tim Murray  
pp.601-614.  Santa Barbara: ABC-C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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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Su Bingqi in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 The great archaeologists  edited by Tim Murray 
pp.591-599.  Santa Barbara: ABC-CLIO. 

Olsen, John W. 
1999 Pei Wenzhong  in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 The great archaeologists  edited by Tim 

Murray   pp.441-450.  Santa Barbara: ABC-CLIO. 
陳星燦 

1997 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  北京：三聯書局 
沈頌金 

2003 考古學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  北京：學苑出版社 
蘇秉琦 

1984 陝西省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得瓦鬲的研究  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  pp.91-136.  北
京：文物出版社 

1984 瓦鬲的研究  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  pp.137-156.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7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香港：商務印書館 

俞偉超 
1989 關於”考古類型學”問題 – 為北京大學七七至七九級青海、湖北考古實習同學而講  考古

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  pp.1-35. 北京：文物出版庄 
王仁湘 

2003 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  中國史前考古論集  pp.141-150  北京：科學出版社 
嚴文明 

1985 考古資料整理中的標型學研究  考古與文物 1985(4):30-40. 
張國碩 

1995 論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方法  中原文物 1995(2):102-107. 
李潤權 

2003 交流與爭鳴：記中外學者關於夏商周年代的一場論戰  考古 2003(2):76-82. 
孫祖初 

1998 考古類型學的中國化過程  文物春秋 1998(4):38-53. 
 
第三週 (9/27) 中國舊石器時代環境、人類與文化 
授課內容： 

1. 中國早期地理環境與氣候變遷。 
2. 中國主要的早期猿人、智人與舊石器時期文化遺留。 
3. 中國是否存在中石器時代 
 

閱讀書目： 
古代中國考古學  第一章 舊石器時代的基礎  pp.1-55. 
Keightley, David N. 

1999 Environment and ancient Chin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pp.30-36. 
Etler, Dennis 

1996 The fossil evidence for human evolution in Asi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pp.275-301. 

參考書目 
王幼平 

1997 更新世環境与中國南方舊石器文化發展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舊石器時代考古  北京：文物出版社 

呂遵諤 主編 
2004 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 舊石器時代考古卷  北京：科學出版社 

陳恩志 編著 
2004 中國化石古人類和舊石器文化考古發現與研究 (1901-2000) 東北地區卷.  北京：科學出

版社 
Elvin, Mark 

1993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eic Times 
to the Present  East Asian History 1993(6):7-46. 

2004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ao, Xing and Christopher J. Norton 
2002 A critique of the Chinese ‘Middle Palaeolithic’  Antiquity 76(292):397-412. 

 
第四週 (10/4) 中國新石器早期文化/農業起源與定居 
授課內容： 

1. 中國新石器時期文化的定義 
2. 中國的農業起源 
3. 介紹新石器時期早期南方的洞穴及貝丘遺址，以及北方地區的遺址 

 
必讀書目: 
中國古代考古學 第二章 早期的農人 pp.56-95。 
焦天龍 

1994 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嶺南地區的史前文化  考古學報 1994(1):1-24. 
朱乃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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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中國新石器時代幾種主要特徴的起源 -- 兼論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誌  21 世紀中國
考古學與世界考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著  pp.87-105.  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趙志軍 
2002 季節性的增強與栽培稻的起源  21 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

古研究所 編著  pp.569-575.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增林 

1996 植物硅酸體研究及其在史前農業研究中的應用  考古求知集 – ‘96 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學
術討論會文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  pp.478-485.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 

朱乃誠 
2004 中國陶器的起源  考古 2004(6):70-78. 

 
參考書目: 
Chen Xingcan 

1999 On the earliest evidence for rice cultivation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18: 81-93. 

保定地區文物管理所、徐水縣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大學歷史系 
1992 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試掘簡報  考古 1992(11):961-970. 

嚴文明 
1997 我國稻作起源研究的新進展  考古 1997(9):71-76. 
1998 中國史前的稻作農業  周秦文化研究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引自嚴文明 2000 農業

發生與文明起源  pp.1-14). 
張弛 

2000 江西萬年早期陶器和稻屬植硅石遺存  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嚴文明、安田喜憲 編  
pp.43-49.  北京：文物出版社 

石興邦 
2000 下川文化的生態特點與粟作農業的起源  考古與文物 2000(4):17-35,57. 

張弛、劉詩中 
1996 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  歷史月刊 1996(6):47-4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等 
2003 桂林甑皮岩  北京：文物出版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 舞陽賈湖  北京：科學出版社。 

郝思德、黃萬波 
1998 三亞落筆洞遺址  海口：南方出版社。 

趙朝洪、吳小紅 
2003 中國早期陶器的發現及相關問題的討論  考古學研究(五)  pp.95-104. 

Watson, Patty Jo 
1995 Explaining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Last hunters first farmers.  edited by T. Douglas 

Price and Anne Birgitte Gebauer  pp.21-37. 
姜欽華 

1994 花粉分析與植硅石分析的結合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考古 1994(4):372. 
Higham, Charles and Trancey L-D Lu 

1998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rice cultivation.  Antiquity 72(278):867-878. 
 
第五週 (10/11)黃河流域新石器中期文化/家畜起源及肉類資源獲取 
授課內容： 

1. 介紹新石器時期中期黃河中上游(老官臺文化)、黃河中游(磁山-裴李崗文化)、黃河下游(後
李-北辛文化)地區的新石器時期文化 

2. 討論中國考古學家畜畜養的起源及肉類食物的獲取 
 
必讀書目： 
張之恆 

1981 試論磁山、裴李崗文化遺存的性質 – 兼論中原地區新石器文化系統的區分  考古與文
物 1981(1):53-57. 

欒豐實 
1997 試論后李文化  海岱地區考古研究  欒豐實 編  pp.1-26.  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7 北辛文化研究  海岱地區考古研究  欒豐實 編  pp.27-53.  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 

袁靖 
2001 中國新石器時代家畜起源的問題  文物 2001(5):51-58. 
2003 中國古代家馬的研究  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 –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世紀暨八秩華誕

文集  陝西省文物局 等編, pp.436-443, 西安：三秦出版社 
 
參考書目： 
邯鄲市文物保管所、邯鄲地區磁山考古隊短訓班 

1977 河北磁山新石器遺址試掘  考古 1977(6): 361-372.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邯鄲市文物保管所  

1981 河北武安磁山遺址 考古學報 1981(3): 30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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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4 臨潼白家村  成都：巴蜀書社 

李友謀 
2003 裴李崗文化  北京：文物出版社 

開封地區文管會、新鄭縣文管會 
1978 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 1978(2):73-79. 

河北省文物考古學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鄲市文物管理處 編 
1989 磁山文化論集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3 寶雞北首嶺  北京：文物出版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省安康水電站庫區考古隊 
1994 陜南考古報告集  西安：三秦出版社 

濟青公路文物工作隊 
1992 山東臨淄后李遺址第一、二次發掘簡報  考古 1992(11):987-996. 
1994 山東臨淄后李遺址第三、四次發掘簡報  考古 1994(2):97-112. 

Yuan Jing and Rowan Flad 
2002 Pig domest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tiquity 76(293): 724-732. 

Diamond, Jared  
2002 Evolution, consequences and future of animal and plant domestication.  Nature 418 (August 

8): 700-707. 
張雪蓮、王金霞、冼自強、仇士華 

2003 古人類食物結構研究  考古 2003(2):62-75. 
靳桂雲 

1995 中國史前居民的食物結構  中原文物 1995(4):49-53,61 
 
第六週(10/18)新石器中期長江中下游及北方地區的考古文化/陶器 
授課內容： 
1. 介紹新石器時代中期長江中游(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城背溪文化)、長江下游(河姆渡
文化)、北方地區(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上宅文化、新樂下層文化) 
 
必讀書目：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0 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  文物 1990(8):17-2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6 湖南澧縣夢溪八十壋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  文物 1996(12):26-39. 
湖南省博物館 

1986 湖南石門縣皂市下層新石器遺存  考古 1986(1) 
裴安平 

2000 長江中游 7000 年以前的稻作農業和陶器  稻作、陶器和都市起源  嚴文明、安田喜憲 編  
pp.81-96.  北京：文物出版社 

河姆渡文化課題組 
1999 二十年來河姆渡文化的認識與探索  紀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論文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  pp.1-16. 
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 

1978 瀋陽新樂遺址試掘報告  考古學報 1978(4):449-466. 
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故宮博物館 

1985 瀋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 1985(2):209-222. 
劉化成 

1999 試論上宅文化  華夏考古 1999(1):18-25. 
 
參考書目： 
Shelach, Gideon 

2000 The earliest Neolithic cultures of Northeast China: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The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4(4)363-4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 河姆渡 – 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 宜都城背溪  北京：文物出版社 

長江水利委員會 
2002 宜昌路家河 – 長江三峽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3 秭歸柳林溪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文物局 編  北京：科學出版社 

國家文物局三峽考古隊 
2001 朝天嘴與中堡島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 赤峰
考古隊 

2002 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時期遺址  北京：科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7 敖漢趙寶溝 – 新石器時代聚落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劉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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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趙寶溝文化聚落形態及相關問題研究  文物 2001(9) 
2002 趙寶溝文化經濟形態及相關問題探討  21 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  中國社會科

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  pp.164-174. 
Keightley, David N. 

1987 Archaeology and mentality: The making of China.  Representations 18: 91-117 
Vandiver, Pamela 

1988 The implication of variation in ceramic technology: The forming of Neolithic storage vessels 
in China and the Near East.  Archaeomaterials 2: 139-174. 

Huber, Louisa F. 
1981 The traditions of Chinese Neolithic potter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53:1-255. 
 
第七週(10/25) 仰韶文化/聚落布局、墓葬、人口及社會組織 
授課內容： 

1. 介紹關中及鄰近地區(半坡類型、廟底溝類型、廟底溝二期、西王村類型)、鄭洛地區、豫北
冀南地區、隴東區、南陽盆地及漢水中游鄂西北地區(下王崗類型)以及河套地區的仰韶文
化。 

2. 討論仰韶文化的聚落型態、埋葬習俗、社會型態、經濟型態 
必讀書目： 
古代中國考古學  pp.96-149. 
嚴文明 

1989 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  仰韶文化研究  pp.110-121 北京：文物出版社 
嚴文明 

1987 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  考古與文物 1981(1):63-71. 
張忠培 

1980 元君廟墓地反映的社會組織初探  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引自 張忠培 1986 中國北方考古文集  pp.34-50.)  北京：文物出版社 

王仁湘 
2003 中國新石器時代人口性別構成再研究  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 -- 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

世紀暨八秩華誕文集  pp.189-197.  北京：科學出版社。 
 
參考書目： 
Andersson Johan Gunnar  

1934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嚴文明 
1986 橫陣墓地試析  文物與考古論集  文物出版編輯部 編  pp.66-77.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 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態研究  仰韶文化研究  嚴文明 編  pp.189-242.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 半坡類型的埋葬制度和社會制度  仰韶文化研究  嚴文明 編  pp.262-302.  北京：文物

出版社 
鞏啟明、嚴文明 

1981 從姜寨早期村落佈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  考古與文物 1981(1):63-71. 
張強祿 

2002 馬家窯文化與仰韶文化的關係  考古 2002(1):47-60. 
錢耀鵬 

1999 關於半坡聚落及其形態演變的考察  考古 1999(6):69-77.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2002 洛陽王灣 – 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 鄭州大河村  北京：科學出版社。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 

1989 淅川下王崗  北京：文物出版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省安康水電站庫區考古隊 

1994 陜南考古報告集  西安：三秦出版社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 

1983 元君廟仰韶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社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0 民和陽山  北京：文物出版社 
鞏啟明 

2002 仰韶文化  北京：文物出版社 
半坡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 

1988 姜寨 – 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 

1963 西安半坡  北京：文物出版社 
Gao, Qiang and Yun Kuen Lee 

1993 A b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Yangshao kinship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2(3):266-298. 

Wang, Ningsheng; David N. Keightley (trans.) 
1985-87 Yangshao burial custom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 comment on the theory of Yang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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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lineal society and its methodology.  Early China 11-12:6-32. 
 
第八週(11/1)仰韶文化時期黃河下游、長江流域、北方地區及西方地區新石器文化/性別 
授課內容： 

1. 介紹仰韶文化時期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長江流域(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大溪文化、
屈家嶺文化)、北方地區(紅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後紅山文化))，以及西方的(馬
家窯文化、半山-馬廠文化)。 

2. 介紹目前中國考古學中的性別研究及未來可發展的方向 
必讀書目： 
古代中國考古學  pp.150-188; 189-232. 
焦天龍 

1995 中國史前社會的兩性關係–考古學的發現  陽剛與陰柔的變奏–兩性關係和社會模式  
閔家胤 主編  pp.65-92.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參考書目：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 

1974 大汶口 – 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7 大汶口續集 – 大汶口遺址第二、三次發掘報告  北京：科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0 山東王因 – 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北京：科學出版社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棗莊市文化局 

1996 棗莊建新  北京：科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8 膠縣三里河  北京：文物出版社 
山東省博物館 

1985 鄒縣野店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1987 崧澤 – 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張弛 

2003 長江中下游地區史前聚落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 
李水城 

1998 半山與馬廠彩陶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南京師範大學、金壇市博物館 

2004 金壇三星村出土文物精華  南京：南京出版社 
南京博物院 

2003 花廳 – 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1 蒙城尉遲寺 – 皖北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存的發掘與研究  北京：科學出版社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65 京山屈家嶺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1 青龍泉與大寺  北京：科學出版社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課題組 
2003 岱海考古(三) – 仰韶文化遺址發掘報告集  北京：科學出版社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 廟子溝與大壩溝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 
1998 大南溝 – 後紅山文化墓地發掘報告  北京：科學出版社 

謝端琚 
2002 甘青地區史前考古  北京：文物出版社 

Keightley, David N. 
1999 At the beginning: The status of women in Neolithic and Shang China.  Nan Nü 1(1): 1-63. 

Conkey, Margaret W. and Janet Spector 
1984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gender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7:1-3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Nelson, Sarah M. 

1995 Ritualized pigs and the origins of complex society: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Hongshan 
Culture.  Early China 20:1-16. 

 
第九週(11/8)龍山文化/酋邦與社會分工 (交作業 1) 
授課內容： 

1. 介紹黃河下游(典型龍山文化)及中原(后崗二期文化、王灣三期文化、客省莊文化、陶寺類
型、造律台類型)等地的龍山文化。 

2. 討論中國考古學中酋邦的定義及研究 
必讀書目： 
古代中國考古學  pp.233-308. 
 
劉莉 著、陳星燦 譯 

1998 龍山文化的酋邦與聚落形態  華夏考古 1998(1):8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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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 
1998 酋邦的考古學觀察  文物 1998(7):46-52. 

Underhill, Anne P. 
1996 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of Northern China  in 

Craft specializ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In memory of Gordon Childe  pp.133-150.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參考書目：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2002 洛陽王灣 -- 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研室 

1990 泗水尹家城  北京：文物出版社 
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培訓班 

1990 兗州西吳寺  北京：文物出版社 
Underhill, Anne P. 

1991 Pottery production in chiefdoms: the Longshan Period in Northern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23(1):12-27. 

Liu, Li 
1996 Settlement patterns, chiefdom vari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tates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5:237-288. 
1996 Mortuary ritual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Longshan Culture  Early China 21:1-46. 

Lee, Yun Kuen 
2004 Control strategies and polity competition in the lower Yi-luo Valley,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3:172-195. 
Shelach, Gideon 

1999 Leadership strategies, economic activity,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 social complexity in 
northeast China  New York : Kluwer Academic. 

謝維揚 
2001[1995] 中國早期國家  臺北：慧明文化 

Service, E. R. 
1975 Origin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 

Fried, M. H. 
1967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第十週 (11/15) 本校成立紀念日(停課一天) 
 
 
第十一週(11/22)龍山文化時期(龍山形成期)其他區域的新石器文化/玉器/墓葬 
授課內容： 

1. 介紹長江下游(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 、長江上游(寶墩文化)、西部(齊家文化)
等地龍山文化時期的區域考古文化。 

2. 討論中國考古學中玉器的研究 
 
必讀書目： 
張之恒 

2004 良渚文化  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  pp.205-223.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市文管會 

1997 浙江餘杭滙觀山良渚文化祭壇與墓地發掘報告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  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  pp.74-93 北京：長征出版社 

孫華、陳德安 
1999 寶墩村文化的初步認識  考古 1999(8):60-73. 

陳星燦 
1997 青銅時代與玉器時代—再論中國文明的起源  考古求知集—‘96 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學術

討論會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 編, pp.29-42.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趙輝 

1999 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 – 論一處中國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  良渚文化研究 – 紀念良
渚文化發現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  pp.104-119. 

Sun, Zhixin 
1993 The Liangzhu Culture: Its discovery and its jades.  Early China 18:1-40. 

 
參考書目： 
Fitzgerald-Huber, Louisa G. 

1995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17-67. 
Rawson, Jessica 

1995 Part I and Part II. In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pp.  1-53 and pp. 111-244 in catalogue. 

So, Jenny F. 
2001 Jade and stone at Sanxingdui.  in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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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bert Bagley.  Seattle:  Seattle Art Museum.  Pp. 153-176. 
James, Jean M. 

1991 Images of power: masks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Orientations 22 (6):46-55. 
Jing Zhichun and Wen Guang 

1996 Mineral inquiries into Chinese Neolithic jade.  The Journal of Chinese Jade 1: 135-151. 
Pearson, Richard 

1988 Chinese Neolithic burial patterns: Problems of method and interpretation.  Early China 
13:1-45. 

孫華、陳德安 
2000 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文化  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  pp.302-323.  北京：科學出版社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2000 福泉山 – 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 馬橋 – 1993-1997 年發掘報告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 瑤山  北京：文物出版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2001 好川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社 

秦嶺 
2003 環太湖地區史前社會結構的探索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論文 

湖北省文物事業管理局、湖北省三峽工程移民局 
2003 秭歸廟坪  北京：科學出版社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 石家河考古隊 
1999 肖家屋脊  北京：文物出版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湖北省荊州博物館 石家河考古隊 
2003 鄧家灣  北京：文物出版社 

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 石家河考古隊 
1993 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  南方民族考古 第五輯  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

學會 編  pp.213-294.  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0 岱海考古(一) – 老虎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早稻田大學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2000 寶墩遺址--新津寶墩遺址發掘和研究  成都：有限會社阿普. 
鄧聰 主編 

1998 東亞玉器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Flad, Rowan K. 

2001 Ritual or structure? Analysis of burial elaboration at Dadianzi, Inner Mongol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3(3-4): 23-52.   

Kim Seung-Og 
1994 Burials, pigs, and political prestige in Neolithic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35(2): 

119-141. 
Liu Li  

1996 Mortuary Ritual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Longshan Culture.  Early China  21:1-46. 
Shelach, Gideon  

2002 Apples and oranges? A 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 of burial data from Northeast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3(3-4): 53-90.   

Underhill, Anne P. 
2000 An analysis of mortuary ritual at the Dawenkou Site, Shandong,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1-2): 93-128.   
 
第十二週(11/29)其他”邊緣”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戰爭與祭祀 
授課內容： 

1. 介紹福建地區(曇石山文化)、珠江三角洲及粤北地區(咸頭嶺文化、石峽文化)、西南地區(大
墩子-禮州文化、白羊村文化、卡若文化)、東北(新開流文化)、內蒙古至新疆的細石器文
化 

2. 討論新石器時代的戰爭及其影響 
必讀書目： 
古代中國考古學  pp.227-232 
朱非素 

2001 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  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 

深圳市博物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1990 深圳市大鵬咸頭嶺沙丘遺址發掘簡報  文物 1990(11):??-?? 

岡村秀典 著、張玉石 譯、朱延平 校 
1997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戰爭  華夏考古 1997(3):100-112. 

Liu Li  
2000 Ancestor Worship: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Ritual Activities in Neolithic North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1-2): 129-164.   
Chang, Kwang-chih  

1994 Ritual and Power. In China: Ancient Culture, Modern Land, edited by Robert E. Murowch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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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on, Ok: Weldon Russell.  Pp. 60-69 
張光直 

1994 仰韶文化的巫覡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4 
 
參考書目： 
福建博物院 

2004 閩侯曇石山遺址  北京：科學出版社 
Underhill, Anne P. 

1989 Warfare during the Chinese Neolithic: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in Cultures in Conflict: 
Current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Diana C. Tkaczuk and Brian C. Vivian.  
Calgary: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p. 229-237. 

Keeley, Lawrence H. 
1996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 
1985 昌都卡若  北京：文物出版社 

 
第十三週(12/6)二里頭與夏文化/聚落(區域)調查考古學 
授課內容： 

1. 討論有關二里頭文化的分布及其文化內涵 
2. 討論關於二里頭是否為古史中的夏的議題 
3. 討論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界使用的區域調查方法以及其在複雜社會及國家起源等問題的應用 

必讀書目： 
古代中國考古學  pp.309-338. 
劉莉、陳星燦 

2002 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 – 從二里頭和二里崗時期的中心和邊緣之間的關係談起  古代文
明(第 1 卷)  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編  pp.71-134. 

Thorp, Robert L. 
1991 Erlitou and the Search for the Xia. Early China 16.  pp. 1-38. 

 
參考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著 

2003 中國考古學 夏商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其中 21-139 頁)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2002 洛陽皂角樹 – 1992~1993 年洛陽皂角樹二里頭文化聚落遺址發掘報告  北京：科學出版
社 

赤峰中美聯合考古研究項目 
2003 內蒙古東部(赤峰)區域考古調查階段性報告  北京：科學出版社 

Underhill, Anne P.; Gary M. Feinman; Linda Nicholas; Gwen Bennett; Fengshu Cai; Haiguang Yu; 
Fengshi Luan; Hui Fang 

1998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SE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5(4):453-474.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2003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Allan, Sarah 
1984 The myth of the Xia Dynas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 242-256. 
Chang, Kwang-chih 

1999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5-73.   

鄭杰祥 編 
2002 夏文化論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張立東、任飛 編 
2001 手鏟釋天書 – 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  鄭州：大象出版社 

鄒衡 
1980[2001] 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8 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續集)  北京：科學出版社 

徐旭生 
1958[2003]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 
2000 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第十四週(12/13)商(I)/文字的起源 
授課內容： 

1. 討論考古學中所見的商文化 
2. 討論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文化意義 

必讀書目： 
古代中國考古學  pp.33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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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ley, Roger 
1999 Shang archaeolog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pp.124-231. 

Chang, Kwang-chih 
1983 Writing as the path to authority  Art, myth and ritual –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參考書目： 
Keightley, David N. 

1999 Shang :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dynas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pp.232-291. 

Keightley, David N. 
1978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ltz, William G.  
1999 Language and Writing.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4-123.   

Boltz, William G.  
1985-86 Early Chinese writing.  World Archaeology 17: 420-435. 

Chang, Kwang-chih 
1980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On the meaning of Shang in the Shang Dynasty  Early China 20:69-77. 

Chang, Kwang-chih (ed.) 
1986 Studies of Shang archae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張光直 
1983 中國青銅時代  臺北：聯經出版社 
1990 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  臺北：聯經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1987 殷墟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4 殷墟的發現與研究  北京：科學出版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著 
2001 鄭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中、下)  文物出版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 
1993 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 盤龍城 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李伯謙 編 
2003 商文化論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著 
2003 中國考古學 夏商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其中 140-439 頁) 

杜金鵬 
2003 偃師商城初探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馬承源 
2003 中國青銅器 (修訂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鳳瀚 
1995 古代中國青銅器  南京：南開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8 夏縣東下馮  北京：文物出版社 

Postgate, Nicholas; Wang Tao and Toby Wilkinson 
1995 The evidence for early writing: utilitarian or ceremonial?  Antiquity 69(264):459 

Cheung, Kwong-yue 
1983 Recent archaelogical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by David N. Keight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323-393. 

Keightley, David N. 
1989 The origins of writing in China.  i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edited by Wayne M. Senn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p.  171-202. 
Lewis, Mark E. 

1999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UNY Press. 
Senner, Wayne M. 

1989 Theories and myth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edited by Wayne M. Senn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p.  1-26.  

 
第十五週(12/20)商(II)/城市的興起 
授課內容 

1. 延讀上一週關於商文化的討論 
2. 討論中國考古學城市興起的議題 

 
必讀書目： 
Trigger, B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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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Urbanism  in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pp.120-141. 
Chang, Kwang-chih 

1983 Chapter 1: Clans towns an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9-33. 

Chang, Kwang-chih 
1974 Urbanism and the king in ancient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6(1): 1-14. 

Demattè, Paula 
1999 Longshan Era urbanism: The role of cities in predynastic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38(2):131-153. 
 
參考書目： 
許宏 

2000 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Wheatley, Paul 

1971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McIntosh, Roderick J. 
1999 Clustered cities and alternative courses to authority in prehistory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1(1-4): 63-86. 
Wiesheu, Walburga  

1997 China’s first cities: The walled site of Wangchenggang in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of North 
China.  in Emergence and Change in Early Urban Societies, edited by Linda Manzanilla.  
New York: Plenum Press.  pp.  87-105.   

 
 
第十六週(12/27)商王朝的”邊緣”/飲食 (交作業 2) 
授課內容： 

1. 討論商王朝時期中原”邊緣”的青銅文化 
2. 討論中國考古學中的飲食問題，以及飲食中所牽涉的文化及社會階層問題 

 
必讀書目： 
古代中國考古學  pp.391-436. 
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著、陳伯楨 譯 

2003 三星堆遺址的新認識  奇異的凸目 – 西方學者看三星堆  羅泰 編, pp.3-78.  成都：
巴蜀書社 

Underhill, Anne P. 
2002 The gift of food in ancient China – The role of food, drink, and containers in social relations.  

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  pp.67-87. 
 

參考書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 三星堆祭祀坑  北京：文物出版社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 金沙淘珍  北京：文物出版社 
孫華、蘇榮譽 

2003 神秘的王國 – 對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釋  成都：巴蜀書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 盤龍城 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干縣博物館 

1997 新干商代大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 
王仁湘 

1997 中國史前飲食史  青島：青島出版社 
Cooper, Eugene 

1982 The Potlatch in ancient China: Parallels in the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of the Northwest Coast.  History of religions 22(2):103-128. 

Dietler, Michael 
1990 Driven by drink:  The role of drinking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ase of Early Iron 

Age Franc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9:352-406. 
Fung, Christopher 

2000 The drinks are on us: Ritual, social status, and practice in Dawenkou burials, North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1-2): 67-92. 

 
第十七週(1/3)綜合討論 
 
第十八週(1/10)期末考 
 
 

好好發掘  層層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