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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文

“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 年结题后的工作
进展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编写

经 过 多 年 的 努 力 ， 《夏 商 周 断 代 工 程 报 告 》

（简称《报告》）终于即将出版了。

2000 年秋，中国“九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

关 项 目“夏 商 周 断 代 工 程”（简 称“断 代 工 程”）结

题 并 通 过 验 收，而 作 为 一 项 科 学 研 究 ，夏 商 周 年

代学还有很 多 工 作 需 要 继 续，后 期 的 工 作 主 要 围

绕《报告》的编写这一中心任务①。

在 《夏 商 周 断 代 工 程 1996—2000 年 阶 段 成

果 报 告：简 本》（简 称《简 本》）的“小 结”中 曾 经 提

到，“（断代工程）少数专题 因 为 工 作 量 太 大，仍在

继续进行，成果的某些方面尚需补充、完善”[1]。 此

外， 各课题 结 果 中 一 些 未 能 适 当 解 决 的 问 题，需

要 找 出 症 结，重 新 研 究，包 括 田 野 工 作 和 年 代 测

定。 对于出 现 的 新 问 题，包 括 在 综 合 各 课 题 结 果

时 发 现 的 新 问 题，也 需 要 进 一 步 研 究 ，努 力 将 其

成果吸收到项目的综合结果中。

笔 者 从 2001 年 起 兼 任“断 代 工 程”专 家 组 和

项目办公室 学 术 秘 书 工 作，这 里 仅 就 自 己 所 了 解

的 情 况 ，简 单 汇 报 一 下 “断 代 工 程 ”在 2000 年 结

题以后几个方面的工作进展。

一、2000 年以后的研究及收获

2000 年以后的后续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夏、商前期和西周考古发掘和研究

对 登 封 王 城 岗 遗 址 进 行 了 广 泛 调 查 和 新 的

发掘，新 发 现 的 大 城 城 址 年 代 属 于 王 城 岗 遗 址 二

期。 对新 砦 遗 址 的 进 一 步 发 掘 和 研 究，明 确 了 河

南 龙 山 文 化 晚 期—新 砦 期—二 里 头 文 化 一 期 之

间的年代关系。 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

代，较过去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晋 侯 墓 地 M113、M114、M138 等 墓 葬 的 发 掘

和 新 的 金 文 材 料 如 叔 虞 方 鼎 的 发 现 和 公 簋②的

出 现，使 得 天 马—曲 村 遗 址 和 晋 侯 墓 地 的 年 代 上

限逐渐明 确。 对 周 原 西 周 遗 址 做 了 新 的 发 掘，结

合过去的 一 些 材 料，为 周 原 的 先 周 文 化 和 西 周 考

古学文化 分 期 和 编 年 提 供 了 新 材 料，也 有 助 于 认

识西周末年的年代。

2．河南龙山—新砦—二里头—二里岗考古年

代序列的建立

在 “断代工程” 中，14C 测年与考古结合建立

了夏商周 14C 测年和考古年代框架。 2000 年结题

后，14C 测 年 和 考 古 学 紧 密 结 合，以“断 代 工 程”测

年研究为基础，继续进行探索，又获新进展。 殷墟

以 后 各 序 列 的 年 代 在“断 代 工 程 ”中 已 经 有 比 较

清楚的认 识，所 以 此 后 的 工 作 重 点 是 围 绕 前 面 二

里头、二里岗文化年代探讨进行的。

结 合 补 测 的 新 砦 等 遗 址 的 样 品 的 14C 年 代 数

据，以及 对 登 封 王 城 岗 和 郑 州 商 代 遗 址 新 采 集 的

样 品 进 行 的 测 年 数 据，经 过 进 一 步 的 研 究 ，二 里

头 第 一、二 期 的 年 代 划 分 更 明 确 ；将 新 砦 期 的 年

代数据与 二 里 头 遗 址 的 年 代 数 据 拟 合，压 缩 了 二

①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

年出版）的出版说明。

②李学勤先生释为“疏公簋”，见其所撰写的《释“疏”》，该文发表于《考古》200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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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一期的年代 上 限；对 郑 州 商 城 二 里 岗 下 层 第

一期早段的年代也有所修订。

通过对上述几个关键 性 遗 址 的 测 年 研 究，14C
测 年 和 考 古 学 在 长 系 列 的 年 代 框 架 的 连 接 上 取

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

3．殷墟甲骨分期和测年研究

殷墟甲骨分期研究进一步深入。 结合甲骨缀

合新成果，继续 深 入 探 讨 历 组 卜 辞 的 时 代。 对 周

祭卜辞和金文等材料中“廿祀”材 料 再 考 察，讨 论

商末三个王的年数。 通过对商末帝辛征夷方卜辞

的反复思考，分 析 无 名 组 晚 期 卜 辞 下 延 到 帝 辛 的

可能。

对 卜 骨 样 品 的 前 处 理 过 程 和 污 染 物 的 清 除

做了进一步研究。 通 过 红 外 光 谱 检 测 等 手 段，明

确了污染物的大致种类。 在此基础上改进纯化方

法，有效清除了大部分卜骨样品的污染物。

努 力 提 高 老 加 速 器 的 测 量 精 度，并 使 之 稳 定

运行。 对数据处 理 方 法 进 行 深 入 研 究，以 保 证 报

道误差的合理范围。 上述工作也有助于检验前期

卜 骨 测 年 数 据 的 准 确 性 和 分 析 部 分 数 据 离 奇 偏

老的原因。 研究 新 加 速 器 的 性 能，并 通 过 一 系 列

质量控制措施，保 证 测 年 数 据 的 可 靠 性。 补 测 了

大部分卜骨样品。 反复核实各卜骨样品的分期属

性，根 据 各 期 卜 骨 样 品 量 的 不 均 衡 性 ，以 及 与 殷

墟 时 期 相 对 应 的 树 轮 校 正 曲 线 的 形 状 等 具 体 情

况，合理构建系列样品校正模型。

殷 墟 卜 骨 测 年 数 据 与 《夏 商 周 年 表 》中 商 后

期 各 王 的 年 代 以 及 殷 墟 遗 址 墓 葬 的 测 年 结 果 大

体吻合，与商前期和西周的年代框架相协调。

4．西周王年和金文历谱研究的检验

对 西 周 的 历 法 和 月 相 做 进 一 步 的 探 索。通 过

对 春 秋 历 法 的 认 识，并 结 合 西 周 金 文 材 料 ，进 一

步 细 化 对 月 首 、建 正 、大 小 月 分 配 、置 闰 等 西 周

历 法 要 素 的 研 究 。 选 择 多 组 包 含 两 个 或 更 多 月

相 的 西 周 金 文 材 料 ， 有 的 是 在 一 件 中 具 有 两 条

或 更 多 的 历 日，都 包 含 月 相；有 的 是 两 件 或 更 多

的 金 文，彼 此 有 明 确 关 系，又 都 具 有 包 含 月 相 的

历 日。 对 这 些 材 料 加 以 研 究，由 历 日 的 相 对 限 制

关 系 ，推 算 月 相 间 的 距 离 ，探 讨 既 生 霸 、既 死 霸

等 月 相 的 可 能 范 围，以 及“初 吉”的 含 义。

结 合 西 周 青 铜 器 的 分 期 断 代 研 究 成 果，对 金

文 中 的 人 物、事 项 等 内 容 进 行 系 联 研 究 ，论 证 金

文历谱编排的合理性。 对于所属王世有不同意见

的重要金文材料，如晋侯苏钟、膳 夫 山 鼎 等，做 进

一步的研究。

及 时 追 踪 新 出 现 的 公 簋、 四 十 二 年 逨 鼎、

四十三年逨鼎 等 金 文 材 料，对 西 周 王 年 和 金 文 历

谱研究进行检验。

依 据 西 周 考 古 和 相 关 测 年 数 据， 以 及 文 献、

金 文 记 载 的 历 史 事 件 和 历 日 材 料 ，编 制 修 订 《西

周拟年长历表》。

5．2000 年结题后的多学科的学术研讨会

2000 年结题验收之后，围绕《报告》的编写和

修改，结合新的重要发现和相 关 研 究 的 进 展，“断

代 工 程” 专 家 组 和 办 公 室 又 组 织 了 21 次 多 学 科

的学术讨论会（截至 2010 年）。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的编写

1.编写和修订过程

于 2000 年 出 版 的 《简 本 》，为 了 及 时 向 社 会

公布阶段性成果，力求简明。 之后，按照项目的课

题 设 置 要 求 ， 在 首 席 科 学 家 主 持 和 专 家 组 指 导

下，组织编写《报告》。

同《简本》的编写一样，《报 告》的 编 写 和 修 改

过 程，也 是“断 代 工 程”实 施 和 研 究 的 重 要 阶 段。

《报 告 》编 写 要 求 是 ，根 据 “断 代 工 程 ”9 大 课 题 、

44 个 专 题 的 研 究 报 告 ，以 及 《简 本 》的 框 架 和 结

论，全 面、系 统、详 细 地 反 映“断 代 工 程”的 工 作，

并尽可能关注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

各 课 题 和 专 题 提 交 的 结 题 报 告 为 《报 告》的

编写打下了良好基础。 《报告》初稿的起草小组成

员包括彭林（组长）、徐凤先、孙庆伟、李 勇 等。 具

体分工：“西周年代学研究”由李勇执笔（其 中“西

周 考 古 学 文 化 序 列 的 研 究 与 测 年 ” 由 孙 庆 伟 承

担），“武 王 克 商 年 的 研 究”由 彭 林 执 笔（其 中“沣

西 H18 的发现与测年” 由孙庆伟承担），“商代后

期的年代学研究”由徐凤先执 笔，“商 代 前 期 的 年

代 学 研 究”“夏 代 年 代 学 研 究”由 孙 庆 伟 执 笔（其

中“夏代天象的天文推算”由 徐 凤 先 承 担）。 起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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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组 于 2001 年 提 交 《报 告 》初 稿 ，经 专 家 组 和 参

加 人 员 多 次 广 泛 讨 论，到 2004 年，起 草 小 组 修 改

至四稿。

在此基础上，2005 年， 首席科学家接手做进

一步的综合研究、编写和修订。 具体分工：“西周年

代 学 研 究”“武 王 克 商 年 的 研 究”“商 代 后 期 的 年

代学研究”由李学勤执笔，“商 代 前 期 的 年 代 学 研

究”“夏代年代学研究”由李伯谦执笔，“夏商 周 考

古年代的 14C 测定与研究” 由 仇 士 华 和 课 题 组 成

员 蔡 莲 珍、郭 之 虞、原 思 训、陈 铁 梅 执 笔，“前 言”

由项目办公室主任朱学文、学术秘书王泽文执笔。

在《报告》的 编 写 和 修 改 过 程 中，专 家 组 和 课

题、专 题 组 成 员 给 予 大 力 支 持 ，提 供 了 认 真 而 有

建设性的指导和意见，大家齐心 协 力 使《报 告》不

断完善。

2015 年 7 月，《报 告》的 全 部 稿 件 集 齐，首 席

科学家再作审订。 2016 年 12 月，将书稿提交专家

组审查。 随后，首 席 科 学 家 结 合 专 家 组 成 员 返 回

的 审 查 和 修 改 意 见 ，再 作 修 订 ，于 2017 年 11 月

定稿，交付出版社。

“断代工程”结题验收后，紧 接 着 开 展 的 国 家

“十五”规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 究”，立

刻落在“断代工程”班子的肩上。 此 后，有 关 专 家

学者又投入各自新的繁重的研究工作中。 《报告》

的编写已不可能 全 力 以 赴，相 关 的 后 续 补 充 研 究

也进展缓慢，且进度不一。

2.《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内容简介

在 2000 年 11 月 9 日 举 办 的 “断 代 工 程”阶

段成果发布会上，李学勤先生代 表“断 代 工 程”专

家组介绍工作时表示：“‘工程’的《阶段成果报告》

和《夏商周年表》不是任何个人 的 作 品，是 真 正 的

集体成果。 ” [2-3] 他后来又进一步明确说明：“‘工

程’的特殊之处 在 于 自 然 科 学 与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多

学科的结合，整 个 项 目 是 按 照 系 统 工 程 的 要 求 设

计的。 因此，‘工程’的成果完全属于集体，《阶 段

成果报告》也绝非任何个人的学说和著作。 ” [4]对

《报告》也应作如是观。

《报 告 》的 主 体 部 分 ，依 然 是 截 至 2000 年 结

项通过审核验收的研究成果，增 加 了《简 本》由 于

篇幅和框架限制 而 无 法 展 开 的 研 究 和 改 证 过 程。

《报告》既是《简本》的延续，也是其进一步 的 丰 富

和深入。

《报 告 》 还 对 此 前 的 研 究 进 行 了 检 查 和 改

进，补 充 了 必 要 的 后 续 工 作 成 果 ：结 合 新 出 材 料

对 西 周 金 文 历 谱 进 行 相 应 的 调 整 和 补 充 ； 金 文

月 相 的 进 一 步 讨 论 ； 殷 墟 卜 骨 样 品 除 污 纯 化 处

理 的 复 杂 性 分 析， 以 及 相 应 的 AMS 测 年 数 据 的

补 测 。 各 部 分 的 考 古 学 文 化 分 期 和 测 年 研 究 也

吸 收 了 新 的 发 现 和 研 究 成 果， 如 晋 侯 墓 地 M113
和 M114 的 材 料；天 马—曲 村 遗 址 和 晋 侯 墓 地 上

限 的 再 认 识；结 合 测 年 数 据 ，对 衔 接 河 南 龙 山 文

化 晚 期 和 二 里 头 一 期 的 新 密 新 砦 遗 址 新 砦 期 的

进 一 步 明 确；禹 州 瓦 店 的 分 期 和 测 年 ；王 城 岗 遗

址 的 新 发 现；等 等。
14C 测 年 研 究 有 其 自 身 的 工 作 特 点 ，《简 本 》

限于篇幅，仅在各章节引用了有关测年数据。 《报

告》则专辟一章，较为完整地介绍了在“断代工程”

中 14C 测年与考古学的结合，以及系列样品方法的

研 究 和 应 用 ， 并 建 立 和 论 证 了 河 南 龙 山 文 化 晚

期—新 砦—二 里 头—二 里 岗—殷 墟 的 长 系 列 14C
考古年代框架。

为 了 便 于 读 者 对 相 关 结 论 的 了 解 和 检 验 ，

《报告》增加了《西周拟年长历表》《列入金 文 历 谱

的 青 铜 器 系 联 表》《帝 辛 元 祀 至 二 十 五 祀 周 祭 祀

谱》《夏商西周时期 14C 测定的考古年代框 架 示 意

图》等图表。

上 述 工 作， 都 是 对 1996—2000 年 “断 代 工

程”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检验、修 正 和 夯 实，对 与 之

相应的原《简本》内容也做了 一 定 的 修 订、补 充 或

说明。

科 学 研 究 过 程 是 不 断 进 步 的 过 程，是 不 断 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由 于 年 代 久 远，材 料、

研 究 方 法 和 技 术 手 段 的 限 制 ， 以 及 认 识 上 的 局

限，三代年代 学 研 究 同 世 界 上 其 他 古 代 文 明 的 年

代学一样，注 定 是 一 个 艰 难 的 探 索 过 程。 相 对 于

夏商周年代学 研 究 所 面 对 的 复 杂、困 难 和 繁 重 局

面而言，“断代工程”的实施 时 间 是 很 短 促 的。 这

份 凝 聚 了 所 有 参 加“断 代 工 程 ”人 员 的 多 年 辛 勤

付出的《报告》，只是在现 有 客 观 条 件 和 认 识 水 平

下得出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5



黄河 黄土 黄种人 2021.07（下）

┃特别关注┃

通 过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和 自 然 科 学 的 手 段，进 行

多 学 科 交 叉 研 究，是“断 代 工 程”遵 循 的 路 线。 把

与 年 代 学 有 关 的 历 史 学 、考 古 学 、文 献 学 、古 文

字 学、历 史 地 理 学、天 文 学 和 科 技 测 年 技 术 等 学

科 紧 密 结 合 ，开 展 多 学 科 、多 角 度 、多 层 面 的 研

究，是“断 代 工 程”的 研 究 方 法。 《报 告》努 力 以 科

学 的 态 度 ， 充 分 体 现 这 个 多 学 科 交 叉 研 究 的 工

作 过 程 和 基 本 达 成 共 识 的 合 作 成 果 。 “断 代 工

程”的 研 究 还 有 很 多 不 足，对 于 存 在 的 各 种 困 难

和 障 碍，尽 可 能 实 事 求 是 进 行 反 映。 对 于 尚 未 取

得 一 致 意 见 的 问 题，坚 持 科 学 原 则 ，力 争 做 到 客

观 表 述，采 取 不 同 观 点 并 举 的 处 理 方 式 ，必 要 时

加 以 取 舍。 对 于 国 内 外 同 行 的 学 术 意 见，也 都 给

予 认 真 关 注。 同 时，对 于 新 发 现 、新 观 点 所 带 来

的 认 识 上 的 突 破 和 所 展 示 的 新 的 研 究 前 景 ，也

寄 予 热 切 的 期 待。

一代代学人，对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贡献，是后

继者探索这一历史难题的基础和背景。 《报告》对所

涉及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尽可能给予介绍或注

释说明。 如果有所疏漏，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断代工程”项 目 的 实 施，曾 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广泛关注。 如何使《报告》既能够保持严谨科学的

专业表述，同时 又 能 兼 顾 社 会 公 众 的 兴 趣 和 阅 读

需要，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让人万分遗憾 的 是，“断 代 工 程”专 家 组 成 员

安 金 槐、俞 伟 超、马 承 源、邹 衡、席 泽 宗、陈 铁 梅、

李 学 勤、张 长 寿，著 名 专 家 薄 树 人、徐 振 韬、陈 公

柔、林 志 纯、陈 美 东、李 朝 远、张 永 山、杨 升 南、杨

锡 璋，以 及《报 告》写 作 组 成 员 李 勇 已 不 幸 逝 世。

这些先生生前为“断代工程”贡 献 了 自 己 的 智 慧、

才 华 和 心 血，始 终 关 心 着《报 告》的 编 写 和 出 版。

他们的不幸辞世，是“断代工程”的 重 大 损 失。 尤

其是首席科学家 和 专 家 组 组 长 李 学 勤 先 生，晚 年

主 持“清 华 简”的 保 护、整 理 和 研 究 工 作，任 务 十

分繁重。 但他本 着 对 科 学 研 究 高 度 负 责 的 态 度，

以身作则，一如 既 往 地 对 夏 商 周 年 代 学 的 研 究 和

《报告》的编写修改投入大量精 力，在 全 部 书 稿 集

齐后又反复审阅，提 出 详 细 具 体 的 修 改 意 见。 在

《报告》正式出版之际，谨对献 身 于 科 学 事 业 的 上

述先生们表达深切的怀念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三、其他工作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出版情况

在《简 本》的“出 版 说 明”里，曾 经 介 绍 了“夏

商周断代工程 丛 书”的 系 列 出 版 计 划。 现 将 经 由

“断代工程” 签 约 出 版 和 了 解 到 的 有 关 专 家 学 者

自 行 出 版 的 专 著 目 录 附 列 于 此 ，供 关 心 “断 代 工

程”工作的读者参考：《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 周

诸 王 年 代 研 究》《殷 商 历 法 研 究》《郑 州 商 代 铜 器

窖 藏》《世 界 诸 古 代 文 明 年 代 学 研 究 的 历 史 与 现

状》《夏 商 周 年 代 学 札 记》《西 周 青 铜 器 分 期 断 代

研究》《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夏 商

周 断 代 工 程 1996—2000 年 阶 段 成 果 报 告：简 本》

《夏 商 周 文 明 新 探 》《周 原 甲 骨 文 》《偃 师 商 城 初

探》《月 龄 历 谱 与 夏 商 周 年 代》《禹 州 瓦 店》《安 阳

小 屯》《中 国 历 史 日 食 典》《商 末 周 祭 祀 谱 合 历 研

究》《五 星 聚 合 与 夏 商 周 年 代 研 究》《夏 商 周 时 期

的天象与月相》《从天再旦到 武 王 伐 纣：西 周 天 文

年 代 问 题 》 《 南 邠 州·碾 子 坡 》 《 新 密 新 砦———

1999—2000 年 田 野 考 古 报 告》《登 封 王 城 岗 考 古

发现与研究》《郑州小双桥：1990—2000 年考古发

掘报告》《14C 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等。

此外，还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发表，这里从略。

2.继续编辑印发《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

为了在“断 代 工 程”内 部 传 递 研 究 信 息、追 踪

进 度， 促 进 工 作 中 的 沟 通 交 流， 自 1996 年 4 月

始，项 目 办 公 室 还 主 持 编 印 了 《夏 商 周 断 代 工 程

简 报》。 至 2000 年 11 月 9 日 正 式 公 布 阶 段 性 成

果，印 行 至 第 107 期。 此 后 继 续 编 印，截 至 2010
年 1 月 12 日，共印行 174 期。

3.“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

档案的整理

“断 代 工 程”和“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预 研 究 ”

是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中 期 到 21 世 纪 初 中 国 相 继 开

展 的 两 个 大 型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相 结 合

的科研项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和积累的

档 案 资 料，既 是 相 关 工 作 的 真 实 记 录 ，又 是 后 人

继续研究的宝贵材料。

按照有关文 件 精 神，以 及“断 代 工 程”顾 问 李

6



2021.07（下） 黄河 黄土 黄种人

┃特别关注┃

铁映、宋健等领导同志和领导小 组 的 指 示，“断 代

工 程”项 目 专 家 组 对 档 案 工 作 高 度 重 视 ，项 目 办

公室较为系统地 保 存、 收 集 和 整 理 了 相 关 文 字、

图版、照片、多媒体等不同载体的档案资料。 档案

的 整 理 持 续 多 年。 在 将《报 告 》顺 利 交 付 出 版 社

后， 项 目 办 公 室 在 2018 年 又 对 相 关 工 作 档 案 进

行了全面检查和整理补充。 2019 年年初，将完整

的 原 始 档 案 正 式 移 交 给“断 代 工 程 ”的 主 要 承 担

单 位 之 一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保 管①，同

时 将 主 体 部 分 的 副 本 移 交 给 另 一 主 要 承 担 单 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保管。

二 里 头 夏 都 遗 址 博 物 馆 和 郑 州 商 都 遗 址 博

物 院 在 筹 建 过 程 中，提 出 希 望 支 持 一 批 有 关 “断

代工程”的档案 资 料 以 丰 富 馆 藏 的 请 求。 经 首 席

科学家和项目办 公 室 讨 论 决 定，在 保 证 前 述 档 案

完整性的前提下，2019 年将有关“断代工程”的一

部分档案资料副本整理赠予上述两个文博机构。

四、“断代工程”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途径上的探索和经验

作为一个项目，“断 代 工 程”大 规 模 的 联 合 攻

关已经告一段落。 但 它 作 为 一 项 科 学 研 究，一 定

会在各个方面继续下去。 希望“断代工程”通过多

学科相结合的研 究， 对 夏 商 周 年 代 学 有 所 推 进。

也热切期待将来 有 新 的 发 现 和 认 识、更 为 丰 富 的

材 料， 结 合 方 法 论 的 进 步 和 技 术 手 段 的 不 断 完

善，能使相关研究取得更多的新进展。

“断 代 工 程” 是 中 国 首 次 实 施 的 自 然 科 学 与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相 结 合 的 大 型 科 研 项 目 ，从 筹 备 、

启 动 ， 到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果 ， 经 历 了 许 多 曲 折 艰

难，为 今 后 开 展 类 似 的 跨 门 类 、跨 学 科 研 究 积 累

了 经 验。 首 先，坚 持 多 学 科 结 合 ，课 题 和 专 题 设

置 体 现 多 学 科 交 叉 研 究 的 技 术 路 线 ， 促 进 不 同

学 科 和 专 业 之 间 的 交 流 合 作 ，相 互 启 发 ，推 动 研

究 的 创 新 ， 形 成 有 多 学 科 支 撑 的 研 究 成 果 。 其

次，坚 持 老 中 青 结 合，既 集 中 了 老 专 家 的 学 识 经

验，也 特 别 重 视 发 挥 中 青 年 专 家 的 作 用 ，吸 引 带

动 了 一 批 青 年 学 者 走 上 跨 学 科 研 究 的 道 路 ，推

动 学 科 发 展 和 复 合 型 人 才 培 养。 最 后，坚 持 科 学

精 神 和 学 术 民 主，坚 持 政 府 支 持 、专 家 负 责 的 原

则，遵 从 科 学 研 究 规 律。 在 学 术 问 题 上 ，充 分 利

用 专 家 学 者 的 聪 明 才 智、知 识 和 经 验 ，进 行 广 泛

深 入 的 研 究 和 讨 论。 希 望“断 代 工 程 ”所 尝 试 的

多 学 科 结 合 的 交 叉 研 究 方 法 和 经 验 ， 为 今 后 的

科 学 研 究 提 供 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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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9 年秋，经友人及时提醒，我们了解到由项目办公室主任保存使用的一些“断代工程”档案资料意外流散在外。 经努力紧急

抢救，得以挽回，在整理后移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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