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 古 遗 址 学
———考古信息的嬗变与传递研究

陈胜前

前言

考 古 学 是 一 门 通 过 研 究 实 物 材 料 来 研 究 人 类 历

史 的 科 学 ， 这 就 决 定 它 的 研 究 对 象 是 一 种 古 代 遗 留

下 来 的 实 体 ，我 们 称 之 为 “考 古 材 料 ”。 按 宾 福 德 的 说

法 ，考 古 材 料 本 身 不 会 说 话 ，其 含 义 来 自 于 考 古 推 理

①。 我 们 需 要 综 合 运 用 归 纳 、演 绎 、以 及 类 比 ，就 像 刑

侦 破 案 一 样 在 蛛 丝 马 迹 之 间 ， 通 过 反 复 地 假 设 与 检

验 ，进 而 揭 示 真 实 的 古 代 历 史 ②。 沿 着 考 古 推 理 的 基

本 路 径 ，随 之 产 生 了 一 系 列 有 待 回 答 的 关 键 问 题 ：考

古 材 料 是 什 么 ？ 它 代 表 什 么 ？ 是 人 类 行 为 吗 ？ 人 类 行

为 又 如 何 形 成 考 古 材 料 ？ 我 们 看 到 的 考 古 材 料 经 历

了 怎 样 的 变 化 ？ 我 们 又 如 何 能 够 通 过 它 反 过 来 了 解

人 类 的 行 为 呢 ？ 如 此 等 等 的 问 题 长 期 困 扰 考 古 学 研

究 ，当 然 ，也 在 引 导 考 古 学 研 究 。 过 去 的 几 十 年 里 ，以

民 族 考 古 与 实 验 考 古 所 代 表 的 中 程 理 论 研 究 、 以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研 究 为 代 表 的 埋 藏 学 与 废 弃 过 程 研 究 、

以 及 行 为 考 古 学 等 理 论 方 法 成 为 回 答 上 述 问 题 的 中

坚 力 量 ，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绩 。 但 是 ，我 们 也 需 要 看 到

当 前 部 分 研 究 陷 入 了 停 滞 状 态 ， 还 有 部 分 研 究 逐 渐

偏 离 了 这 些 核 心 问 题 ③。 当 前 我 们 的 任 务 或 许 不 是 要

去 争 论 既 有 途 径 的 优 劣 ，而 是 要 去 开 辟 新 的 道 路 。 本

文 的 目 的 是 希 望 在 前 人 成 功 探 索 的 基 础 上 从 另 一 个

角 度 ，也 就 是 考 古 信 息 嬗 变 与 传 递 研 究 ，来 探 讨 新 的

可 能 。以 此 为 起 点 ，希 望 作 为 一 种 反 向 创 新 的 实 践 ④，

把 考 古 遗 址 学 发 展 成 为 一 门 新 的 考 古 学 分 支 。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既 往 的 相 关 研 究 大 多 称 为 “考 古 材 料 形 成 过 程 ”

（Archaeological formation process）或 称 为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Site formation process）。 早 期 的 渊 源 可 以 追 溯 到

近 代 考 古 学 形 成 的 早 期 ，也 就 是 19 世 纪 中 叶 有 关 人

类 古 老 性 的 争 论 ， 地 质 学 家 参 与 其 中 并 协 助 确 认 包

含 人 类 化 石 与 文 化 遗 物 的 地 层 要 早 于 《圣 经 》所 记 载

的 年 代 ， 同 时 肯 定 文 化 遗 物 如 石 器 与 人 类 及 动 物 化

石 的 共 存 关 系 。 早 期 的 考 古 学 者 通 过 实 验 对 比 确 实

石 器 的 人 工 性 质 、动 物 骨 骼 上 痕 迹 系 人 类 所 为 。 这 些

研 究 极 大 地 改 变 了 当 时 人 们 对 人 类 历 史 长 度 的 认

识 。 不 过 ，在 考 古 学 的 滥 觞 期 ，当 时 的 研 究 还 不 能 将

考 古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作 为 单 独 一 个 问 题 来 对 待 。

20 世 纪 60 年 代 随 着 过 程 考 古 学 的 兴 起 ，“科 学 ”

作 为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目 标 或 标 准 促 使 考 古 学 家 更

摘 要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研 究 由 多 个 环 节 构 成 ，并 形 成 了 形 态 各 异 的 研 究 流 派 ，但 不 同 环 节 之 间 缺 乏 理 论 上 的

关 联 。 考 古 遗 址 学 是 一 个 沟 通 不 同 环 节 的 理 论 框 架 ，以 考 古 信 息 为 媒 介 研 究 其 传 递 过 程 与 变 化 ，从 考 古 信 息 的 形

成 直 到 最 后 考 古 知 识 的 公 共 化 。 这 一 框 架 完 整 地 包 含 了 考 古 学 从 理 论 到 实 践 的 各 个 环 节 ，它 也 是 考 古 学 的 基 本 认

识 论 。

关 键 词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考 古 遗 址 学 ；理 论 框 架 ；考 古 信 息

Abstract: Site formation process consists of several segments, on which it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diverse schools of research, but
there is lack of theoret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Here it is presented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archaeological sitology (site-
ology), linking up the different segments. Archaeological sitology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emphasizes to study the trans-
formation process of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which includes stages from its formation to the final publization of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This framework completely integrates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part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epis-
temology of archaeology.

Key words: Site formation process, archaeological sitology, theoretical framework,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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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关 注 考 古 材 料 的 形 成 过 程 ， 因 为 唯 有 客 观 可 靠 的

考 古 材 料 能 有 效 检 验 研 究 者 所 提 出 的 不 同 假 说 ⑤。 在

过 程 考 古 学 家 看 来 ， 从 考 古 材 料 中 推 导 出 人 类 行 为

需 要 建 立 在 严 格 的 考 古 推 理 的 基 础 上 ， 然 而 这 中 间

还 有 鸿 沟 需 要 跨 越 ， 因 此 宾 福 德 倡 导 发 展 “中 程 理

论 ”⑥，以 避 免 想 当 然 式 的 考 古 推 理 大 跃 进 。经 过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研 究 ，相 关 的 研 究 已 经 相 当 丰 富 。 回 顾 既 有

的 研 究 ，我 们 大 致 可 以 归 纳 出 几 个 比 较 突 出 的 方 向 。

其 一 就 是 宾 福 德 本 人 所 倡 导 的 “ 行 动 主 义 研

究 ”，也 就 是 民 族 考 古 学 。 他 通 过 研 究 北 极 地 区 爱 斯

基 摩 人 的 遗 址 结 构 与 空 间 利 用 方 式 （宏 观 与 微 观 的 ）
⑦， 进 而 形 成 狩 猎 采 集 者 空 间 利 用 的 理 论 模 型 ⑧，如

他 将 狩 猎 采 集 者 的 流 动 方 式 区 分 为 采 食 者 （foragers）

与 集 食 者 （collectors）两 种 形 态 ；然 后 ，基 于 理 论 模 型

去 解 释 考 古 材 料 ，发 现 旧 石 器 考 古 中 所 谓 的 “类 型 ”

(type)与 “组 合 ” （assemblage）可 能 并 不 具 有 人 群 的 指

示 意 义 ，更 可 能 是 不 同 功 能 活 动 的 产 物 ⑨。 宾 福 德 的

研 究 具 有 很 强 的 理 论 构 建 性 质 ， 更 多 类 似 的 民 族 考

古 学 研 究 ⑩，很 大 程 度 上 丰 富 了 考 古 学 家 之 于 考 古 材

料 多 样 性 的 认 识 。

二 是 考 古 埋 藏 学 ， 这 主 要 由 动 物 考 古 学 家 发 展

起 来輥輯訛。相 对 于 上 面 的 研 究 ，它 更 多 表 现 在 方 法 上 ，重

点 研 究 动 物 遗 存 经 由 人 类 活 动 与 自 然 活 动 改 造 最 终

成 为 考 古 材 料 的 过 程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 国 内 考 古 学

界 有 介 绍輥輰訛，但 其 中 混 合 着 民 族 考 古 学 如 宾 福 德 的 研

究 。 埋 藏 学 强 调 研 究 “埋 藏 的 规 律 ”，这 在 自 然 因 素 层

面 上 是 可 行 的 ，但 涉 及 到 人 类 活 动 时 ，其 局 限 性 显 而

易 见 ，不 同 时 代 、不 同 区 域 、不 同 文 化 发 展 阶 段 、不 同

历 史 背 景 的 人 类 活 动 无 法 用 几 条 简 单 的 规 律 加 以 概

括 。 它 之 于 动 物 骨 骼 的 堆 积 过 程輥輱訛、破 损 方 式輥輲訛、人 为

加 工輥輳訛等 方 面 的 研 究 深 刻 影 响 到 考 古 学 家 对 遗 址 出

土 动 物 骨 骼 的 认 识 ， 尤 其 是 在 旧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中 发

现 的 ， 我 们 不 能 再 简 单 地 将 所 有 出 土 动 物 遗 存 视 为

人 类 狩 猎 的 结 果 。

其 三 是 有 关 遗 址 与 区 域 废 弃 过 程 的 研 究 ， 它 已

经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专 门 的 研 究 领 域輥輴訛。 考 古 学 家 日 渐 理

解 到 ， 不 同 条 件 下 ， 器 物 与 设 施 的 废 弃 方 式 存 在 差

别 ，而 理 解 废 弃 过 程 ，反 过 来 有 助 于 我 们 理 解 当 时 社

会 所 发 生 的 变 化 。 有 关 废 弃 过 程 的 经 典 研 究 主 要 见

于 美 国 西 南 部 ，这 里 考 古 遗 存 保 存 良 好 ，年 代 精 度 控

制 高 （通 过 房 子 中 木 料 的 树 木 年 轮 可 以 精 确 地 得 知

哪 一 年 树 木 被 砍 伐 ），成 为 废 弃 过 程 研 究 的 理 想 地 域

輥輵訛。 废 弃 过 程 研 究 尤 其 适 用 于 文 化 适 应 方 式 发 生 重 要

转 变 的 时 期 ，如 新 旧 石 器 时 代 过 渡 时 期 ，如 新 密 李 家

沟 遗 址輥輶訛；还 有 如 新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遗 址 非 稳 定 性 定 居

所 造 成 的 特 有 废 弃 形 态輥輷訛。 目 前 国 内 考 古 学 界 更 多 关

注 的 灾 难 性 事 件 所 导 致 的 废 弃 过 程輦輮訛，对 于 文 化 废 弃

的 一 般 理 论 探 讨 还 比 较 少 。

最 后 是 行 为 考 古 学 的 研 究 ， 这 个 方 向 的 研 究 更

侧 重 理 论 体 系 的 构 建 ， 其 中 代 表 人 物 就 是 亚 利 桑 那

大 学 的 谢 弗 （Schiffer）。 行 为 考 古 学 从 全 过 程 来 考 虑

考 古 材 料 ，谢 弗 以 改 造 理 论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为 中 心 ，将 之 归 纳 为 至 少 四 个 过 程 ：从 行 为 系 统 （sys-

temic context）到 行 为 系 统 ， 即 S→S，如 循 环 利 用 ；从

行 为 系 统 到 考 古 材 料 系 统 （archaeological context），即

S→A，形 成 废 弃 堆 积 ；从 考 古 材 料 系 统 到 行 为 系 统 ，

即 A→S，如 再 生 利 用 ；从 考 古 材 料 系 统 到 考 古 材 料

系 统 ，即 A→A，如 文 化 与 自 然 扰 动 过 程輦輯訛。

有 趣 的 是 ， 行 为 考 古 学 的 研 究 很 注 意 当 代 物 质

材 料 ， 进 而 发 展 成 为 研 究 人 与 其 物 质 材 料 关 系 的 研

究 ，里 德 （Reid）等 基 于 过 去 与 现 在 的 人 与 物 的 关 系

輦輰訛，进 而 区 分 为 四 个 层 次 的 研 究 （表 一 ）。 从 中 不 难 看

出 ，行 为 考 古 学 已 经 超 越 了 考 古 学 的 范 畴 ，进 入 到 社

会 研 究 领 域 。 无 独 有 偶 ，1973 年 开 始 ，亚 利 桑 那 大 学

的 中 美 考 古 学 家 拉 斯 杰 （Rathje）开 始 图 森 的 垃 圾 研

究 项 目輦輱訛，从 研 究 物 品 的 废 弃 进 而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新 的

学 科 分 支 ： 垃 圾 学 ， 考 古 学 开 始 研 究 当 代 社 会 问

题———废 弃 物 的 管 理 与 社 会 发 展 的 可 持 续 性 。 谢 弗

本 人 的 研 究 也 是 如 此 ， 从 研 究 考 古 材 料 转 向 的 当 代

物 质 文 化 的 研 究輦輲訛。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研 究 逐 渐 偏 离 了 从

前 的 主 题 ，这 可 能 是 最 近 二 十 多 年 来 （从 1987 年 的

谢 弗 的 经 典 著 作 出 版 算 起 ） 这 一 领 域 发 展 的 主 要 趋

势 之 一 。 但 是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考 古 推 理 的 关 键 问 题 ，

也 就 是 考 古 材 料 与 人 类 行 为 之 间 的 关 系 ， 仍 然 是 困

过去的人类行为 现在的物质文化

过去的物质文化 过去的人类行为

1 考古学范畴 2 民族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

过去的物质文化 现在的物质文化

现在的人类行为 现在的人类行为

3 博物馆收藏 4 当代物质文化研究

人类行为研究

表一 里德所提出的人与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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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主 要 问 题 。

遗 址 过 程 研 究 的 另 一 个 趋 势 是 更 加 关 注 空 间 分

析 。 空 间 分 析 一 直 是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方 面 ，早 期 的

研 究 关 注 遗 址 宏 观 的 空 间 形 态 ，如 聚 落 考 古輦輳訛、遗 址

资 源 域 分 析輦輴訛等 ，其 后 更 关 注 遗 址 功 能 区 、活 动 区 分

析 ，进 而 探 索 当 时 的 社 会 关 系 与 社 会 发 展 形 态輦輵訛。 随

着 后 过 程 考 古 的 兴 起 ，空 间 分 析 增 加 了 新 的 角 度 ，开

始 强 调 空 间 的 象 征 意 义 ， 把 空 间 看 作 人 类 存 在 的 一

种 形 态 ，影 响 行 动 者 的 行 为 方 式 与 结 构輦輶訛。

总 体 说 来 ，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研 究 在 20 世 纪 70 年

代 达 到 巅 峰 ，80 年 代 影 响 还 在 持 续 ， 其 后 随 着 考 古

学 的 “人 文 转 向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也 发 生 如 上 所 述 的

转 向 。

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到考古遗址学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已 取 得 的 进 展 有 目 共 睹 ， 但 是 它

只 是 关 注 考 古 材 料 的 一 个 方 面 ， 并 没 有 完 整 地 回 答

考 古 材 料 与 人 类 行 为 的 关 系 问 题 ， 也 就 是 考 古 学 家

何 以 知 道 他 们 所 知 道 的 （know what they know）。 中

程 理 论 如 民 族 考 古 与 实 验 考 古 也 没 有 充 分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 早 在 1968 年 ， 过 程 考 古 学 的 开 创 者 之 一 的 戴

维·克 拉 克 已 经 注 意 到 考 古 材 料 形 成 的 全 过 程 以 及

其 中 存 在 的 扰 动 过 程輦輷訛。 我 们 可 以 进 一 步 把 整 个 考 古

材 料 的 形 成 过 程 可 以 分 为 七 个 阶 段 ：人 们 生 活 阶 段 、

地 表 废 弃 阶 段 、埋 藏 过 程 、地 下 埋 藏 阶 段 、发 现 发 掘

出 土 阶 段 、描 述 分 类 阶 段 、考 古 知 识 阶 段 （经 过 解 释

后 的 ）。 其 中 又 经 历 了 若 干 次 改 造 过 程 ，具 体 说 来 ，可

以 归 纳 如 下 几 个 改 造 过 程 ：

（1） 废 弃 改 造 过 程 ， 其 中 又 包 括 文 化 与 自 然 两

个 方 面 。 显 然 ，古 人 的 生 活 材 料 不 是 所 有 的 都 会 废 弃

在 遗 址 中 ，也 不 是 所 有 的 保 留 在 原 地 ，有 的 物 品 很 快

就 会 分 解 ，如 食 物 残 余 。 这 个 过 程 中 文 化 的 方 面 是 主

要 的 ，也 就 是 我 们 通 常 所 说 的 废 弃 过 程 研 究 。 其 中 实

际 牵 涉 到 两 个 方 面 ，一 个 是 对 文 化 行 为 的 观 察 ，也 就

是 民 族 考 古 学 的 工 作 ， 如 宾 福 德 在 阿 拉 斯 加 、 耶 伦

（Yellen）之 于 布 须 曼 人 的 研 究輧輮訛等 ；另 一 个 方 面 才 是

废 弃 过 程 研 究 ，这 包 括 实 验 考 古 、民 族 考 古 、以 及 当

代 物 质 文 化 的 实 时 观 察 ，如 谢 弗 的 研 究 。

（2） 埋 藏 改 造 过 程 。 同 上 一 阶 段 一 样 ，也 包 括 文

化 与 自 然 两 个 方 面 ，但 后 者 的 作 用 是 主 要 方 面 。 废 弃

在 地 表 的 材 料 可 能 经 历 包 括 二 次 葬 、 拾 荒 再 利 用 等

文 化 上 改 造 ，更 多 是 经 历 自 然 因 素 如 水 流 的 作 用 ，埋

藏 入 地 层 之 中 。 这 一 过 程 中 遗 存 之 间 的 关 联 可 能 会

被 改 变 。 埋 藏 学 就 动 物 骨 骼 的 破 坏 与 埋 藏 过 程 有 系

统 的 研 究 ，如 布 伦 斯 梅 耶 （Behrensmeyer）輧輯訛 、吉 福 德

（Gifford）輧輰訛等 学 者 的 研 究 。

（3） 地 层 中 改 造 ， 这 包 括 人 类 的 破 坏 如 耕 作 与

工 业 建 设 活 动 ，更 包 括 地 层 中 物 理 、化 学 与 生 物 作 用

（通 常 为 地 质 过 程 ）， 后 者 是 地 质 考 古 学 主 要 研 究 的

方 面 。 地 质 考 古 学 已 经 发 展 成 为 一 门 系 统 的 考 古 学

分 支 。

（4） 发 现 过 程 中 改 造 。 考 古 发 现 与 发 掘 是 一 个

抽 样 的 过 程 ，因 为 不 是 所 有 的 考 古 遗 存 都 能 够 发 现 ，

即 使 发 现 了 ， 能 够 得 到 细 致 发 掘 的 也 只 是 有 限 的 一

部 分 ；再 者 ，受 制 于 研 究 者 的 认 识 水 平 ，也 不 是 所 有

的 材 料 都 能 被 认 识 到 ，其 中 可 能 还 存 在 一 些 误 解 。 考

古 学 过 去 的 一 百 多 年 的 时 间 里 发 展 出 的 田 野 调 查 、

考 古 发 掘 等 方 法 ，最 近 更 是 走 向 高 精 度 考 古 。

（5） 材 料 研 究 阶 段 的 改 造 。 研 究 的 过 程 中 的 理

论 渗 透 （theory-laden）使 得 研 究 者 可 能 强 调 某 个 方 面

的 信 息 而 忽 视 其 他 方 面 的 信 息 ， 如 当 代 社 会 对 于 环

境 问 题 的 关 注 使 得 研 究 者 大 多 会 注 意 到 环 境 信 息 。

与 此 同 时 ， 可 以 应 用 的 方 法 也 深 受 到 时 代 发 展 的 影

响 ， 大 多 时 候 研 究 者 都 会 为 时 代 所 提 供 的 新 技 术 所

鼓 舞 ，但 是 回 顾 学 术 史 时 ，就 会 发 现 这 些 方 法 其 实 也

是 局 限 的 。 后 过 程 考 古 学 特 别 强 调 所 有 的 观 察 都 是

带 有 理 论 的 ，批 评 所 谓 “客 观 的 ”观 察輧輱訛。

以 上 归 纳 是 基 于 当 前 既 有 的 考 古 学 研 究 提 出

的 ， 不 难 发 现 这 些 工 作 基 本 贯 穿 了 考 古 材 料 的 形 成

与 研 究 过 程 ，也 可 以 说 是 考 古 学 工 作 的 主 要 内 容 。 但

是 ，目 前 研 究 中 各 个 环 节 基 本 都 是 独 立 的 ，其 中 存 在

的 关 联 并 没 有 受 到 足 够 的 重 视 。 更 关 键 的 一 点 是 ，缺

乏 充 分 的 理 论 来 说 明 存 在 的 关 联 ， 所 有 的 联 系 更 多

来 自 于 考 古 工 作 流 程 的 相 关 性 ， 我 们 需 要 一 种 理 论

把 诸 环 节 贯 穿 起 来 。 如 果 我 们 从 整 个 考 古 工 作 流 程

来 考 察 ， 还 会 发 现 考 古 学 研 究 在 两 端 的 工 作 相 对 较

为 欠 缺 ， 一 个 是 考 古 材 料 形 成 之 前 的 人 类 行 为 与 背

景 关 联 （社 会 与 自 然 环 境 ），考 古 学 习 惯 于 依 赖 其 他

学 科 如 人 类 学 、社 会 学 、心 理 学 等 的 研 究 ；另 一 个 是

考 古 知 识 的 主 要 受 体———社 会 大 众 ， 考 古 学 研 究 最

终 会 以 或 明 或 暗 的 方 式 回 到 现 实 社 会 的 ， 考 古 学 需

要 必 要 的 自 觉 。 当 我 们 把 整 个 考 古 工 作 流 程 结 合 起

来 考 虑 的 时 候 ， 我 们 会 发 现 在 不 同 环 节 中 传 递 的 主

要 内 容 是 信 息 ， 不 同 环 节 可 能 会 改 变 信 息 的 内 容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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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 因 此 ，考 古 学 研 究 服 从 信 息 论 的 基 本 原 理 。

从 申 农 （Shannon） 的 信 息 论 概 念 框 架 来 看 （图

一 ）， 信 源 产 生 的 信 息 经 过 编 码 后 通 过 信 道 进 行 传

递 ， 其 中 会 有 噪 声 加 入 ， 解 码 器 接 受 到 信 息 之 后 进

行 解 码 ， 信 宿 接 收 到 可 以 理 解 的 信 息輧輲訛。 同 理 于 此 ，

人 类 行 为 作 为 信 源 以 物 质 材 料 的 形 式 编 码 成 为 遗

存 ，然 后 埋 藏 起 来 ，其 间 或 经 历 一 系 列 自 然 与 文 化 改

造 过 程 ，我 们 不 妨 将 之 理 解 为 “噪 声 ”；考 古 学 家 发 现

遗 存 ，通 过 一 系 列 分 析 解 码 （decoding）考 古 材 料 ，使

之 能 够 为 人 们 所 理 解 。 就 原 理 来 说 ，考 古 信 息 的 传 递

符 合 信 息 论 的 框 架 。 所 不 同 的 是 ，申 农 所 说 的 信 息 传

递 过 程 是 单 向 的 （当 代 的 量 子 传 输 也 是 双 向 的 ，任 何

插 入 的 受 体 都 会 改 变 信 息 形 态 ）， 从 信 源 到 信 宿 ，而

考 古 信 息 传 递 流 程 是 双 向 的 。 即 遗 存 可 能 重 新 回 到

行 为 系 统 中 来 ，我 们 当 代 的 时 代 背 景 、思 潮 与 科 学 发

展 会 影 响 到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选 择 ，所 谓 “理 论 渗 透 ”使

得 只 能 看 到 所 关 注 的 内 容 。

当 代 信 息 论 的 理 论 框 架 非 常 契 合 考 古 学 研 究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将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研 究 ”或 “考 古 材 料

形 成 过 程 研 究 ”扩 充 为 “考 古 遗 址 学 ”。 它 具 有 内 在 的

理 论 关 联 ， 在 实 践 上 又 处 在 同 一 工 作 流 程 之 中 。 同

时 ，它 抓 住 了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主 要 媒 介 形 式———信 息 ，

包 含 了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完 整 环 节———从 古 代 社 会 到 当

代 社 会 。 这 样 的 整 体 观 是 考 古 学 所 需 要 的 ，尽 管 它 并

不 能 取 代 各 个 环 节 专 深 的 研 究 。 强 调 整 体 性 、普 遍 的

关 联 、时 间 性 是 21 世 纪 科 学 发 展 的 新 趋 势輧輳訛，考 古 学

遗 址 学 的 基 本 观 念 正 立 足 于 此 。

考古遗址学的理论框架

具 体 而 论 ， 考 古 遗 址 学 是 要 去 研 究 古 代 人 类 行

为 信 息 的 产 生 、流 变 与 应 用 于 当 代 社 会 的 过 程 。 整 个

过 程 十 分 复 杂 ，涉 及 因 素 众 多 ，但 是 考 古 遗 址 学 以 信

息 为 中 心 ，就 像 经 济 学 以 通 货 （currency）来 贯 穿 不 同

经 济 体 系 、生 态 学 以 能 量 贯 穿 不 同 生 态 系 统 一 样 ，化

繁 为 简 ，研 究 不 同 环 节 中 信 息 的 变 化 ，进 而 就 整 个 变

化 过 程 得 到 普 遍 性 的 认 识 。

1. 考 古 遗 址 学 的 理 论 构 架

从 考 古 遗 址 的 信 息 过 程 来 看 ， 大 体 可 以 分 成 以

下 几 个 阶 段 ：

（1）人 类 行 为 模 式 物 质 化 的 过 程 。 这 涉 及 到 不 同

时 空 条 件 下 人 类 行 为 方 式 ，人 与 环 境 的 关 系 ，以 及 人

类 本 身 与 物 质 材 料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研 究 。 这 个 过 程 并

不 是 考 古 学 家 所 集 中 研 究 的 领 域 ，社 会 学 、历 史 学 、

人 类 学 、经 济 学 、心 理 学 等 都 参 与 其 中 ，但 毫 无 疑 问

考 古 学 家 需 要 理 解 这 个 过 程 ， 因 为 考 古 学 研 究 最 终

还 是 要 回 到 人 类 行 为 层 面 上 来 ， 最 终 要 去 理 解 人 类

社 会 的 变 化 过 程 。 若 考 古 学 家 把 自 己 排 除 在 人 类 行

为 研 究 之 外 ， 考 古 学 就 可 能 成 为 纯 粹 的 材 料 研 究 科

学 ，其 研 究 成 果 也 难 以 为 其 他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所 用 。 就

这 个 过 程 而 言 ， 考 古 学 家 需 要 研 究 人 类 行 为 模 式 的

物 质 化 ， 即 人 类 行 为 模 式 信 息 如 何 以 物 质 材 料 的 形

式 编 码 的 。 按 目 前 所 知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之 后 人 类 开

始 有 了 明 显 的 象 征 行 为 （非 洲 更 早 ），物 质 材 料 就 不

仅 仅 具 有 功 能 上 意 义 ，而 且 有 了 象 征 意 义 。 如 一 堆 外

图 一 考 古 信 息 的 传 递 过 程 模 型

（上 面 为 申 农 的 信 息 传 递 模 型 ，下 面 为 考 古 信 息 传 递 过 程 ，注 意 行 为 与 遗 存 之 间 、解

释 与 受 众 之 间 是 双 向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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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石 块 （郑 州 赵 庄 遗 址 ）与 象 头 骨 共 存 ，物 质 材 料 显

然 就 编 码 了 人 类 象 征 行 为 的 信 息輧輴訛。 过 程 与 后 过 程 考

古 学 就 人 类 行 为 编 码 进 入 物 质 材 料 存 在 迥 异 的 方

式 ，前 者 强 调 功 能 上 意 义 ，强 调 物 质 材 料 与 文 化 系 统

的 关 系 ；后 者 强 调 考 古 学 材 料 是 有 意 义 的 ，通 过 社 会

实 践 ，物 质 材 料 本 身 就 已 经 渗 透 了 人 所 赋 予 的 意 义 。

（2）物 质 遗 存 的 废 弃 过 程 。 以 物 质 材 料 形 式 编 码

后 人 类 行 为 信 息 开 始 第 一 次 传 递 ， 这 其 中 要 经 历 上

文 已 提 及 的 文 化 改 造 与 自 然 改 造 过 程 。 考 古 信 息 会

出 现 损 失 ， 因 为 并 非 所 有 的 物 质 遗 存 都 会 废 弃 在 原

地 ， 留 在 原 地 的 遗 存 并 非 都 能 能 够 经 受 住 自 然 降 解

作 用 。 当 然 ，考 古 信 息 损 失 的 同 时 ，也 会 增 加 一 些 环

境 信 息輧輵訛，废 弃 本 身 也 是 人 类 行 为 的 一 部 分 ，是 文 化

的 组 成 因 素輧輶訛，所 以 ，废 弃 过 程 也 能 一 定 程 度 丰 富 考

古 信 息 。 废 弃 物 质 遗 存 所 包 含 的 考 古 信 息 由 无 数 的

编 码 构 成 ，这 其 中 编 码 的 规 则 （结 构 ）与 系 统 性 尤 为

重 要 ，特 别 是 当 考 古 信 息 出 现 残 缺 的 情 况 下 。 如 果 能

够 从 系 统 上 把 握 ，了 解 其 结 构 ，就 有 可 能 进 行 复 原 ，

而 无 须 得 到 所 有 的 信 息 。 这 也 正 是 宾 福 德 与 谢 弗 有

关 “庞 贝 前 提 ”争 论 的 焦 点 ，谢 弗 认 为 得 到 庞 贝 古 城

这 种 完 整 遗 存 对 于 理 解 考 古 材 料 形 成 过 程 意 义 重 大

輧輷訛，宾 福 德 则 批 评 其 经 验 主 义 倾 向 ，考 古 学 研 究 是 不

可 能 都 这 样 进 行 的輨輮訛。 其 实 ，两 者 都 高 度 强 调 理 解 考

古 信 息 的 形 成 机 制 ，不 过 ，宾 福 德 更 强 调 考 古 信 息 系

统 性 与 结 构 ，这 确 实 拓 展 了 我 们 对 考 古 信 息 的 理 解 。

（3）沉 积 后 的 改 造 过 程 。 从 地 表 到 埋 藏 起 来 （也

有 暴 露 在 地 表 的 ）要 经 历 文 化 和 自 然 的 改 造 ，文 化 上

的 因 素 包 括 二 次 葬 、重 新 利 用 、儿 童 游 戏 破 坏 等 ，自

然 原 因 则 包 括 水 流 的 搬 运 、分 选 、破 坏 等 ；在 埋 藏 阶

段 还 可 能 遭 到 人 类 的 破 坏 如 农 业 耕 作 、工 业 建 设 等 ，

也 可 能 遭 到 自 然 原 因 的 干 扰 如 压 力 破 坏 等 。 考 古 信

息 再 次 经 历 改 造 ，进 一 步 流 失 某 些 信 息 ，也 可 能 增 加

一 些 环 境 信 息 ；还 有 “信 息 噪 声 ”的 不 断 加 入 ，影 响 后

面 的 考 古 推 理 。 比 如 洞 穴 遗 址 中 动 物 骨 骼 化 石 ，若 与

人 类 化 石 、石 制 品 共 出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都 会 将 之 归 为

人 类 行 为 的 产 物 ， 实 际 上 其 他 动 物 尤 其 是 食 肉 类 也

完 全 可 能 贡 献 者 ；若 果 真 如 此 ，有 关 人 类 行 为 的 考 古

信 息 中 就 有 了 “噪 声 ”，最 终 会 让 考 古 学 家 对 古 人 的

行 为 得 出 错 误 的 判 断 ，利 基 （Leakey）在 奥 杜 威 峡 谷

的 发 掘 就 曾 出 现 过 类 似 的 错 误輨輯訛。 人 类 并 不 是 远 古 世

界 唯 一 的 生 命 存 在 ， 参 与 到 人 类 行 为 的 背 景 因 素 众

多 ，“噪 声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考 古 学 研 究 中 需 要 剔 除 它

们 。

（4）发 掘 与 研 究 过 程 。 考 古 信 息 需 要 为 考 古 学 研

究 者 认 识 才 能 获 得 其 学 术 意 义 ， 这 其 间 涉 及 到 理 论

的 渗 透 、方 法 的 相 互 干 扰 、社 会 体 制 的 制 约 等 因 素 ，

我 们 对 材 料 的 认 识 可 能 被 扭 曲 。 我 们 通 常 认 为 考 古

信 息 的 采 集 是 一 个 抽 样 的 过 程 ， 即 不 是 所 有 的 信 息

都 能 够 发 现 ，我 们 发 现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部 分 ，它 类 似

随 机 抽 样 的 过 程 。 当 然 ，这 里 需 要 假 定 其 他 信 息 与 采

样 信 息 是 同 质 的 （实 际 是 不 可 能 的 ）；若 不 是 同 质 的 ，

就 涉 及 到 所 发 现 考 古 信 息 的 重 要 性 的 问 题 ， 它 在 当

前 有 关 古 代 社 会 的 理 论 构 架 中 的 地 位 问 题 。 比 如 采

用 经 典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观 点 ，经 济 基 础 决 定 上 层 建 筑 ，

那 么 所 发 现 的 有 关 经 济 基 础 的 考 古 信 息 就 非 常 重

要 。 这 个 过 程 中 考 古 学 家 是 主 要 参 与 者 ，不 仅 要 发 现

材 料 ，还 要 分 析 、解 释 材 料 ，考 古 学 家 要 对 考 古 信 息

的 正 确 揭 示 负 责 。 这 也 是 考 古 学 家 能 够 最 大 程 度 发

挥 主 观 能 动 性 的 环 节 。

（5）知 识 公 共 化 过 程 。 考 古 信 息 最 终 会 进 入 社 会

中 ，我 们 称 之 为 “公 共 化 过 程 ”，信 息 扭 曲 还 可 能 放

大 。 这 个 过 程 与 当 代 社 会 的 阶 层 分 布 关 系 密 切 ，社 会

上 层 可 能 更 关 注 考 古 信 息 在 促 进 社 会 认 同 上 的 作

用 ，不 论 是 在 国 家 还 是 在 民 族 意 义 上 说 。 特 定 的 时 候

（如 战 争 时 期 ），考 古 信 息 可 能 会 被 严 重 扭 曲 ，最 明 显

的 一 个 例 子 就 是 二 战 中 纳 粹 德 国 对 考 古 学 的 滥 用 。

社 会 下 层 可 能 更 关 注 考 古 信 息 猎 奇 趣 味 与 财 富 价

值 ， 社 会 中 层 可 能 更 关 注 考 古 信 息 的 知 识 性 与 身 份

象 征 意 义 。 与 此 同 时 ，其 中 还 可 能 存 在 跨 越 不 同 阶 层

的 潮 流 趋 势 ，而 这 些 都 与 时 代 背 景 、思 潮 与 科 学 发 展

密 切 相 关 。 特 别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这 些 外 在 的 因 素 反 过

来 会 影 响 到 考 古 学 理 论 、方 法 与 实 践 的 发 展 ，形 成 一

个 双 向 的 信 息 传 递 途 径 。 如 二 次 大 战 期 间 ， 达 特 的

“人 ，嗜 血 的 猿 ”的 假 说 流 行 ；到 20 世 纪 中 叶 ，随 着 第

三 次 技 术 浪 潮 的 涌 动 ， 人 作 为 技 术 的 创 作 者 的 角 色

受 到 格 外 的 关 注 ；再 后 ，女 权 运 动 兴 起 ，男 性 作 为 唯

一 狩 猎 者 的 身 份 受 到 质 疑……輨輰訛。

2. 作 为 考 古 学 认 识 论 的 考 古 遗 址 学

考 古 学 家 如 何 知 道 自 己 知 道 呢 ？ 这 是 一 个 认 识

论 的 问 题 ，也 正 是 考 古 遗 址 学 所 重 点 关 注 的 问 题 。 考

古 研 究 者 面 对 物 质 遗 存 ， 期 望 通 过 研 究 它 了 解 古 代

所 发 生 的 事 情 ，这 无 疑 是 一 个 推 理 的 过 程 ，既 涉 及 到

宏 观 的 推 理 （演 绎 、归 纳 与 类 比 ），也 涉 及 微 观 的 推 理

（获 取 材 料 、参 考 既 有 知 识 框 架 、提 出 假 说 、分 析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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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验 证 假 说 ）輨輱訛。 考 古 遗 址 学 与 这 两 者 都 相 关 ，不 过

更 强 调 后 者 。

我 们 说 考 古 遗 址 学 涉 及 到 认 识 论 的 问 题 ， 更 多

是 因 为 它 注 意 到 了 考 古 研 究 过 程 中 的 主 观 性 问 题 。

从 最 直 观 的 层 面 上 说 ， 考 古 研 究 者 所 面 临 的 物 质 遗

存 都 经 过 文 化 与 自 然 过 程 的 改 造 ， 是 经 过 淘 选 之 后

的 存 在 ，不 是 原 封 不 同 的 人 类 行 为 结 果 。 还 需 要 理 解

不 是 所 有 的 人 类 行 为 都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在 物 质 遗 留 中

编 码 ，有 的 甚 至 根 本 就 不 可 能 有 直 接 的 信 息 表 达 。 更

主 要 的 是 考 古 信 息 还 要 经 过 发 现 、解 释 过 程 ，进 入 社

会 当 中 ，社 会 影 响 还 会 反 馈 给 考 古 研 究 者 ，影 响 考 古

发 现 与 解 释 过 程 。 考 古 研 究 者 所 面 对 的 过 去———物

质 遗 存 ，是 当 代 的 存 在 ，虽 然 它 是 过 去 的 产 物 。 在 概

念 化 的 过 程 中 ， 考 古 信 息 早 已 渗 入 研 究 者 的 主 观 认

识 。

当 然 ， 主 观 性 问 题 本 身 是 科 学 研 究 过 程 的 一 个

部 分 ，存 在 它 并 不 可 怕 ，可 怕 的 是 从 不 加 以 质 疑 与 反

思 ，将 主 观 的 认 识 客 观 化 。 考 古 遗 址 学 的 核 心 是 围 绕

考 古 信 息 的 嬗 变 与 传 递 展 开 的 ， 重 点 关 注 就 是 考 古

研 究 的 推 理 过 程 ，即 考 古 学 家 何 以 知 道 。 通 过 研 究 考

古 遗 址 学 ， 考 古 研 究 者 发 展 一 种 对 自 身 认 识 主 观 性

的 自 觉 ， 这 正 是 考 古 遗 址 学 作 为 考 古 学 认 识 论 的 意

义 。

3. 考 古 遗 址 学 的 特 点

考 古 遗 址 学 以 遗 址 为 中 心 ，以 考 古 信 息 为 媒 介 ，

形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理 论 体 系 。 归 纳 起 来 说 ，这 一 视 角 的

优 点 可 以 包 括 ：（1）实 践 的 便 利 。 考 古 遗 址 学 贯 穿 考

古 实 践 的 全 过 程 ，有 助 于 发 现 、发 掘 、分 析 、解 释 与 保

护 。 （2）对 信 息 变 化 的 自 觉 ，让 考 古 学 家 更 多 了 解 自

身 的 知 识 处 境 。 （3)更 充 分 地 了 解 考 古 信 息 各 阶 段 之

间 的 相 互 影 响 。 （4）系 统 （整 体 ）性 ，依 托 于 考 古 实 践

与 考 古 信 息 的 系 统 性 ， 不 是 孤 立 地 研 究 考 古 信 息 的

某 个 阶 段 ，而 是 从 整 体 的 角 度 加 以 考 虑 ，这 弥 补 了 当

前 研 究 中 所 存 在 的 缺 失 。

结论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是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一 个 重 要 领 域 ，

这 里 笔 者 从 另 一 个 角 度 提 出 一 个 新 的 理 论 框 架———

考 古 遗 址 学 ， 将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研 究 放 在 考 古 信 息 的

嬗 变 与 传 递 过 程 中 来 考 察 ， 从 而 更 好 地 理 解 考 古 推

理 过 程 。 考 古 遗 址 学 借 鉴 信 息 论 的 基 本 构 架 ，从 考 古

信 息 的 形 成 开 始 ，到 考 古 信 息 的 公 共 化 结 束 ，其 中 经

历 了 若 干 个 重 要 阶 段 ， 在 传 递 过 程 中 考 古 信 息 不 断

经 历 改 造 。 跟 既 有 的 研 究 相 比 ，考 古 遗 址 学 从 整 体 上

系 统 地 考 察 考 古 信 息 的 变 化 过 程 ， 把 当 前 相 互 区 隔

的 遗 址 形 成 过 程 研 究 连 接 起 来 。 过 去 近 十 年 内 ，笔 者

在 教 学 与 研 究 中 使 用 了 这 一 理 论 框 架 ， 尽 管 还 只 是

模 型 初 具 ，但 它 作 为 一 个 新 的 视 角 还 是 可 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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