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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聚集了近 20 年來作者所有與中國考古學現狀有關的論文，其中包括了三大主題。第

一，用事實揭露了當代中國史前考古學精彩不斷地考古發現掩蓋了研究空虛泡沫化的現象；第

二，用事實揭露了當代中國史前考古學缺乏合理的科學研究理論，從而導致實用主義與歐美不

良理論流行的現象；第三，從理論與研究實踐二方面指出，考古學文化不是復原與研究史前歷

史的載體與平臺，而史前聚落群聚形態不僅是血緣社會組織的載體，也是復原血緣社會研究血

緣社會的歷史平臺。惟有史前聚落群聚形態的研究才是中國考古學回歸據實復原歷史再研究歷

史正道的必由之路。



 

 

 

 

目  次 

－目1－ 

 

 

 

 

 

 

 

 

 

 

 

 

 

 

 

 

上  冊 

序言  學術是什麼？  車廣錦 

前  言 ························································· 1 

問道考古 ····················································· 11 

紀念 1991年山東兗州全國中青年考古工作者 

理論研討會 ··············································· 13 

不囿浮雲，開拓前路──裴安平老師《中國史前

聚落群聚形態研究》英文版發行訪談 ·············· 19 

東方天國，集體至上──「中國的家庭、私有制、

文明、國家和城市起源」講座紀要 ················· 29 

復原血緣社會的必由之路──裴安平教授訪談錄 ··· 43 

反思泡沫 ····················································· 69 

質疑八十 發掘報告造假作偽 ·························· 71 

質疑世界遺產「良渚古城遺址」認識的十大學術

泡沫 ························································ 85 

質疑浙江上山文化最早年代的認識與認識方法 ···· 109 

上山文化根本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彩陶文化 · 117 

「河洛古國」是真的嗎？ ······························ 133 

目
 
 
 
次
 



 

 

 

 

問道：當代中國考古學現狀的反思與前瞻 

－目2－ 

文明探源，源在何方 ···································· 149 

紀念蘇秉琦先生誕辰 110週年──質疑「文明 

探源工程」 ············································· 171 

質疑王巍先生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時間與標準 ···· 179 

中原成為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原因 ··················· 197 

論當代中國考古學的實用主義風潮──以「中華

文明探源工程」為例 ································· 217 

致中央領導的信 ·········································· 239 

下  冊 

學術前瞻 ··················································· 243 

考古新時代需要新的理論與方法······················ 245 

論「考古學文化」的學術意義 ························ 261 

史前一體化「聚落群團」崛起的歷史意義 ·········· 267 

聚落群聚形態是復原與研究血緣社會的必由之路 · 291 

問道：中國考古學的現狀與未來······················ 311 

聚落群聚形態研究論綱 ································· 329 

中國考古與「酋邦」 ···································· 363 

一定要「維護文物資源的歷史真實性」 ············· 389 

後  語 ······················································ 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