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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考古”成为一个热词，从电视节目

《中国考古大会》到现场直播三星堆遗址发掘，

从各大刊物上的考古栏目到自媒体公众号，考

古工作受到广泛关注。

这样一个大背景与本书写作有什么关系

呢？学术总有其时代性，现代考古学的出现是

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的每一次转型与时代发展

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这里想写的，是对考古

学的新理解，而不是国内外既有基础知识的汇

编。当代考古学已经深入社会，扩展成为一门

研究物质遗存的学科。我不禁想起一个传统词

语“格物”，格物致知，通过研究物而得到知识，

进而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更好地生活。

对于许多人而言，考古学是一门既熟悉又

陌生的学科。之所以熟悉，因为在影视、流行书

籍中会接触到，印象更深刻的是旅行参观。比

如说去西安看兵马俑，还会登上古城墙，还可能

去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半坡遗址博物馆、西安

碑林博物馆等。但考古学又以冷僻而闻名，在

公众眼中，考古学究竟是干什么的、与公众有什

么关系，都不是很清楚。围绕这些问题，我确定

了本书构架：导论、考古学是怎么来的、考古学

何以可能、考古学在做什么以及考古学与公众。

我想从具体经验开始，由具体到抽象。无

论多么精细的描述，都无法取代直接体验。第

一部分从我个人切身体验开始，通过人与事建

立读者对考古学的感性认识，无疑是合适的。

第二部分介绍考古学是怎么来的。考古学源于

古物收藏，现代考古学的核心是科学，理解考古

学怎么来的，关键就在于理解科学是怎么影响

到古物收藏的。第三部分回答考古学为什么能

成为一门学科，从考古材料、方法与理论三个角

度展开。第四部分讨论考古学的工作内容有哪

些。一般地说，考古学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发现

与揭示（包括调查与发掘）物质遗存，二是分析

与研究考古材料，三是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

为便于读者理解，这部分留出来一章专门以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例，探讨考古学的价值。作

为中国考古学具有代表性的实践，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体现了不同层次考古学理论方法在回答

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最后一部分讨论公众如

何参与及欣赏考古学。正因为社会广泛参与，

才有可能形成公共性、人民性，让考古学发展更

好满足人民利益，这无疑是最大程度上的共赢。

这样的架构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文

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丛书的特点，二是我自己

在考古学研究上的思考。邀请合适的作者，阐

述自己对学科的理解，以亲近、有个性的方式进

行表达，这是“是什么”丛书的基本特点。当北

京大学出版社提出让我来写《考古学是什么》的

时候，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压力。当时我刚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

古学理论体系研究”，按道理说没有时间写这样

一本书。后来我注意到，要了解中国特色的考

古 学 理 论 体 系 ，前 提 是 梳 理 学 科 基 本 理 论 体

系。写作这本书，完全可以成为我课题研究的

一部分，相得益彰，何乐而不为？

写作如同邂逅，在合适的时间与地方，遇到

合适的人，遇到合适的话题，自然有许多可谈

的。邂逅这样一个课题，邂逅这样一个时代，我

在心里感到幸运。于研究者而言，著作是存在

的方式，好像在欣赏一片美丽的风景，浑然忘却

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也希望与读者分享。考古学就是这样一片风

景，或许不那么壮阔，或许不那么令人激动，但

是伫立在它的面前，和风拂面，悠远而绵长。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此

文为《考古学是什么》一书序言，本版有删节，标

题为编者所加。）

让更多读者了解考古学新知
陈胜前

2015 年 12 月 16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乌

镇视察“互联网之光”博

览会时指出：“互联网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

一，给人们的生产生活

带来巨大变化，对很多

领域的创新发展起到很

强带动作用。”2024 年是

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

30 周年。30 年来，互联

网在中国快速发展，产

生 深 刻 影 响 。 瞩 目 未

来，基于经济社会新需

求，互联网如何演进，相

关技术怎样迭代升级，

值得关注。

互联网发展是一个

持 续 创 新 的 过 程 。 其

中，互联网协议就像快

递员，负责数据包的传

输和路由选择，是必不

可缺的互联网技术。从

局域网到广域网再到全

球互联网，与之相应地，

互联网协议不断演进与

丰富，使互联网能够适

应原来没有预见的业务

和应用。当然，创新是

一个试错的过程，互联

网 协 议 发 展 也 走 过 弯

路。以类似身份证号的

互 联 网 IP 地 址 设 置 与

管理为例，互联网协议第四版（IPv4）在 1981 年被正

式定义，对应 43 亿个地址，当时的设计已经相当宽

裕，因为彼时全球互联网用户数远远小于这个数

字。但因为缺乏长远眼光，20 世纪 90 年代初，地址

分配面临耗尽危机。后来，拥有海量地址、可以“为

全世界每一粒沙子编上一个网址”的互联网协议第

六版（IPv6）应运而生，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方案。

毋庸置疑，IPv6 是互联网升级演进的必然趋势

和网络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向，也是网络强国建设的

基础支撑。对我们而言，“十四五”时期是加快数字

化发展、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我国 IPv6 发展正处于攻坚克难、跨越拐点的关

键阶段，面临不进则退、缓进亦退的风险挑战。要推

进规模部署和应用，必须构建演进技术体系、强化演

进创新产业基础、加快基础设施演进发展、深化行业

融合应用、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IPv6 仍有些陌生。

为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在推进 IPv6 规

模部署和应用专家委员会组织下，来自互联网、电

信、金融、水利、油气、电力等多个行业的权威专家合

作 编 写 了《科 技 前 沿 课 ：IPv6+》。 这 本 书 介 绍 了

IPv6 发 展 的 背 景 与 现 状 ，重 点 从 技 术 上 分 析

“IPv6+”的创新之处，并结合重点行业应用实践，阐

明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各章节执笔

者有丰富的研究开发和国际标准化工作经历，有的

还是行业应用的技术主管与实施者。写作团队产学

研用融合，将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汇聚到书中，写法

上也尽量考虑科普读物的浅显易懂，帮助普通读者

理解 IPv6 技术及其重要意义。对专业读者来说，面

对互联网发展的新课题，本书根据应用实例阐发的

应对思路，具有启发价值。

当前，网络强国建设不断推进，许多新领域有待

探索。与“IPv6+”相关的国际标准化工作正在启

航，单栈网络的全覆盖仍需较长时间，编程空间的创

新还在路上……广阔的创新天地，等待更多有识之

士施展才华，挺膺担当。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推进 IPv6 规模部署

和应用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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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课：IPv6+》：邬 贺 铨 主

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30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
展，产生深刻影响。瞩目未来，基于
经济社会新需求，互联网如何演进，
相关技术怎样迭代升级，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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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源流》：陈履生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通过评述中国绘画史代表性

画家及其作品，勾勒出一幅简明的中国

绘画全景图。

《〈资本论〉导读》（图文版）：袁辉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书加入丰富的知识链接和珍贵历

史图片，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全方位立体

呈现《资本论》的真理光芒和时代价值。

如今，网络上有许多关于动物的有趣视频，

有些动物看上去很“呆萌”，有些又仿佛在某一

领域表现出非凡的能力与智慧。动物到底有没

有智慧呢？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对这个问题感

到好奇。动物学家利用多样的观察方法与巧妙

的实验设计，不断研究动物行为和它们的思考

方式，并发展出动物行为和认知科学这一学科。

了解动物的行为与认知，有助于揭示动物适应环

境并生存进化的过程，也有助于理解和保护生物

多样性，同时能够促进对人类认知的探索，解答

人类认知起源与社会进化等相关问题。

动物智慧源于观察学习
与实践经验

智商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人类智力的标准，

这一指标主要由感知记忆能力、抽象概括能力

与创造力等构成。“智商”概念具有特定的文化

和教育意涵，用于动物身上需谨慎，因为动物看

待世界的方式和人类有所不同，动物智能更多

体现在适应自然环境、解决生存挑战等方面。

在网络视频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宠物能

够根据主人的不同指令进行相应动作，这是不

是意味着动物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呢？实则不

然，这种行为更多的可能是条件反射。它们并

不理解人类语言的含义，但是特殊的刺激信号

使得它们做出了模式化的反应。

心理学上的著名例子“汉斯效应”可以很好

说明这个问题。一位数学教师威廉·冯·奥斯滕

坚信人类低估了动物的智商。在他的指导下，一

匹叫汉斯的马学会了用蹄子回应指令，比如在黑

板上写下一个“3”，汉斯就会用蹄子“啪啪啪”敲击

3下。奥斯滕进而在黑板上写一些基本的算术题

并训练汉斯，很快它就可以通过蹄子给出正确答

案，甚至是一些基本的平方根和分数运算。然

而，心理学家奥斯卡·丰斯特的调查研究却显示：

当提问者知道问题的答案时，汉斯回答的正确率

相当高，但当提问者不知道答案或者离汉斯远一

些时，汉斯很难正确作答。于是，丰斯特深入观

察了提问者的行为。他发现，当马蹄踏击数接近

正确答案时，提问者的姿势和面部表情会随之发

生变化，紧张程度随之增加，汉斯会通过提问者

的动作和微表情来判断什么时候停止踏蹄。也

就是说，马并不是真的会做数学题，而是拥有细

致入微的观察能力。观察学习，正是动物认识世

界、学习技能的一个重要手段。

除了观察学习，实践经验也是动物不可或

缺的学习环节，通过不断尝试，逐渐掌握某种技

能。工具使用在过去往往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

一项技能，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动物也

具有创造工具、使用工具的能力。动物学家珍

妮·古 道 尔 提 供 了 野 生 黑 猩 猩 使 用 工 具 的 例

子。在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中，黑猩猩

品尝白蚁的美味时，会精心挑选一根短而坚硬

的木棒，用它当作“钻头”，在白蚁的巢穴上精准

打孔。一旦洞口出现，它们又会迅速找到一根

长而柔软的草茎，仿佛手握一根细长的钓竿，轻

柔而巧妙地伸入狭窄的洞口，轻轻摇晃，引诱白

蚁们上钩。黑猩猩们不仅展现了出色的手眼协

调能力，更体现了对工具功能的深刻理解和灵活

运用。

很多人都读过《乌鸦喝水》的故事，南京大

学科研团队的科学家们通过实验再现，证实这

一能力并非乌鸦的专长，灰喜鹊等乌鸦的近亲

也能做到。灰喜鹊在面对“乌鸦喝水”的情境

时能够辨别水质和沙质、重物和轻物、实心物

体和空心物体，体现出较高的类比问题解决能

力（使用之前解决问题的经验解决当下类似的

问题）以及训练迁移能力（把在一件事情中获

得的经验用于另一件事情）。

灵长类动物在记忆能力
与社会学习能力上表现出色

在广阔庞大的生态系统中，灵长类作为万

物之灵脱颖而出，展现了出色的学习与认知能

力。作为目前动物界中进化程度最高的类群，

灵长类对研究和解决人类起源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其独特的行为特征和高度发达的智力水

平吸引众多科学家关注。

灵长类动物具备一定的空间认知能力，它

们能够识别和记忆不同的位置和地点。高黎

贡白眉长臂猿在白天活动时，会仔细观察并记

住周围环境中潜在的过夜树的位置。当夜幕

降临，它们会迅速调用脑海中的空间地图，锁

定目标树木的方向和距离，径直前往。灵长类

动物也可以通过记忆来识别和辨别不同面孔

和声音。黑猩猩可以记住 20 余年前离群个体

的长相，猕猴可以通过声音来识别亲属与非亲

属，这些都说明它们具备出色的长期记忆能

力。出乎科学家意料的是，有些动物的短期记

忆能力或者说瞬时记忆能力也超过人类，比如

黑猩猩，就对数字具有非凡的瞬时记忆能力，

在相关测试中比人类表现更好。

灵长类有别于其他大部分动物的一点是，

它们会利用自身多样的行为策略与发达的认

知技能，形成多种多样的社会系统，而社会系

统的形成，反过来也提高了灵长类的社会学习

能力。社会学习是指通过个体之间直接的交

互或间接的观察，导致自身行为发生改变。社

会学习能力在很多物种中都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因为它允许知识在个体之间快速传递，

对物种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灵长类动物通常生活在复杂的群体中，具

有明确的行为规范，这使得它们之间的相互作

用和学习过程极为丰富。在日本幸岛上，有猕

猴在食用红薯前清洗了表面的泥土，洗后的红

薯不仅口感甘甜，而且避免了直接食用可能带

来的身体不适。此后每当这只猕猴想要享用红

薯时，都会带至溪边清洗。周围其他猕猴迅速

效仿，形成了清洗红薯的新习性，在岛上猴群间

传播开来，进而世代相传。于是出现了这样一

幕：100 多只日本猕猴排着队在水里洗红薯，场

面十分壮观，幸岛的猕猴也以“文明猴子”著称

于世。这一现象是非人灵长类动物学习能力与

传播能力的有力证明。

我国特有的川金丝猴所形成的重层社会结

构，是目前已知最复杂的动物社会结构。成年

雄猴作为家长和多只雌性生活在一起并繁衍后

代，组成一个家庭；多个这样的金丝猴家庭聚集

在一起，共同觅食、活动和休息，组成了一个繁

殖群。科学家将金丝猴这种由单元、分队、群

组、社群层层嵌套而成的独特社会结构称为重

层社会。这一结构，仅在包括早期人类在内的

极少数几个灵长类物种中有所体现。在这样的

社会系统中，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联系

紧 密 ，具 有 复 杂 的 行 为 机 制 与 多 样 的 通 信 交

流。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借助

计算机深度学习技术，对金丝猴的面部进行分

析，发现川金丝猴除了明显的面部活动之外，还

存在着微表情交流，这种多样化的通信信号在

复杂社会结构下维系了动物的社群发展。

从动物行为到动物认
知，科学研究增进生物多样
性保护，提高人类对自身的
认识

动物行为学是动物认知研究的基础。只有

了解动物的行为模式，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其背

后的认知机理。197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授予研究蜜蜂舞蹈、幼鸟印随等动物行为的

科学家，标志着动物行为学这门学科的建立。

而动物认知学，可以说是建立于这门新兴学科

之上的“新新学科”。

研究动物的认知能力能够增进我们对动物

智能的理解，进而和动物生态学、遗传学、行为

学等多学科一起为动物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

据。动物认知研究还拓宽了我们对人类认知机

制及文化传播路径的认识，揭示了文化传播背

后深刻的生物学根基与内在规律。通过这一视

角，我们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人类看待世界的

方式由何演变而来，也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进

化过程。

目前，大数据分析、脑成像技术及分子生物

学等前沿方法与手段已经应用到动物认知研究

中。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分析大数据下猩

猩的姿态与运动，以此来考量信息如何在社群

内传播。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眼部追

踪技术，判断大熊猫在面对新鲜事物时注意力

的分布模式。新科技与新手段使得人类对于动

物如何看待世界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给

动物认知这门科学带来蓬勃生机。动物认知研

究的进展也为人类认知科学、神经生物学、进化

生物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带来启发。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显示，目前我国具有哺

乳动物 694 种、鸟类 1505 种、爬行动物 656 种、

两栖动物 656 种、鱼类 5127 种、昆虫及其他无脊

椎动物 60769 种，特有属种繁多，这是我国开展

动物行为与认知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生态

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动物研究正迎来空前的

发展机遇与广阔前景。我们坚信，更深入地理

解动物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为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为西北大学教授）

题图为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古箐

片区内滇金丝猴。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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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进化：从动物本能到人类文明》：

唐业忠著；科学出版社出版。

《金丝猴的社会》：苏彦捷主编；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

《想象的力量——透过黑猩猩看人

类》：松泽哲郎著，韩宁、张鹏译；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