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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渭水——华山为中心涵盖北方西半部江山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多元呈板块结构的文化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8-1959年，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修建工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
陕西分队华县队，对渭水之旁、华山脚下的华县泉护村这一典型的史前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新发现
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前身的泉护二期文化，将揭示的泉护一期文化，即西阴文化遗存分为三段。
后者是继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仰韶遗存分期之后，对同址同类史前文化遗存所作的规模最大的分段（期
）研究。
同时，在以往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华县队又通过对老官台、元君庙等遗址的研究，在全国率先建立
了以渭水——华山为中心区域的史前考古文化的序列与谱系。
＜br＞本著作的发表，虽迟于发掘时间40余年，但其包含的信息，从当前的学术界状况来讲，仍是新
鲜的，并具有领先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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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通过田野工作，基本上查明了这一地区西周以前的古遗址的分布，确认了老官台文化及探明了
商文化分布最西边的遗址，即南沙村的文化堆积、面貌、性质等情况，认识了泉护一、二、三期的文
化面貌、性质和发展序列。
同时，全面揭示了元君庙墓地，为研究其埋葬制度及其反映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完整系统的资料。
另外，于元君庙发掘的一座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使我们得知这一文化已分布到了渭河流域。
可以说，从发掘规模、研究对象的涉及年代之长，以及收集资料之丰富、系统和反映问题之新颖、深
入诸方面，华县队在渭河流域考古工作中，创造了新的纪录。
缺点是对陶器拼对复原工作，抓得不够认真仔细。
这里报告的，是泉护村遗址发掘的收获。
发掘期间就开始了资料整理工作。
1958年度的发掘资料，由1954级部分同学作了初步整理；1956级部分同学初步整理了1959年度发掘的资
料。
他们先后分别写出实习报告。
由吕遵谔同志鉴定遗址中出土的兽骨。
1959年下半年，李仰松、杨建芳和张忠培进一步全面整理两个年度的发掘资料，并分别写出泉护一期
和二、三期遗存初稿。
1960年底至1961年初，杨建芳执笔写成本报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至四节及第六章之一，张
忠培写成第三章之第五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之第二至四节。
1973年，张忠培对报告进行文字上的通纂及体例上的调整。
同时，除增写结束语外，还对第一章和第六章之一中涉及文化面貌、特征及性质方面的内容，作了较
大的修改和增补。
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及编写报告的工作，均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教授筹划指导下
进行，报告提纲及文字，均经苏秉琦教授审阅删定。
宿白教授对报告有关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的宝贵意见。
报告中的插图和照片，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曹继秀等及刘慧达和赵思训绘制和拍
摄的。
在发掘和整理资料期间，陕西省华县、渭南县及华州人民公社的党、政领导和当地的农民，均对工作
给予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使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在此，我们再一次致以深切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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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李水城离京赴美作学术访问的前夕，于1999年5月22日给我写了一信。
这信是由关强转给我的，提醒我应为《华县泉护村》写个“后记”，还提出要写的一些内容。
而今当我面对《华县泉护村》校样，找出这封信再读时，也觉得需为这本书写个“后记”。
如“第一章”所记，我于1973年编写完《华县泉护村》后，便送苏秉琦师审阅定夺。
当时，他头上还被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不仅失去自己专用的工作室，连自己的住房已
被挤占而住在一室半的房子内。
这样的条件，给他带来的审阅乃至保管这部手稿的困难，是可以想像出来的。
事后，他很难为情地告诉我：他把这手稿用包袱皮裹了起来，放在室内一个地方，后经家人收拾什物
挪动，现在怎么也找不着了。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在京定居了20余年，积累了一些家什，原住的房子比较宽敞，被挤进面积很小的房子后，为了
腾出点空问便于生活和工作，必须把物品挪来挪去。
将一些一时不用的物品堆积起来，这样，一时找不到那件物品的事，或忘记那件物品放在何处，是会
经常发生的。
听了先生的话后，我内心忐忑不安，感到多半还能找出来，甚或可能找不到了，有些着急，但想到不
能急坏了先生，便说：这事您不必着急，终究会找到的。
那时，已交出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出版事宜，遇到了阻力，迟迟未能落实下来，加之，吉林大学
考古专业的工作，以及编辑《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和《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等工作，已几乎整
个地占据了我的身心，所以，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基本上未向秉琦师问及这稿子的事。
大约是在80年代后期吧，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楚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已找到了《华县泉护村》，同
时，把1973年的手稿交给了我。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本手稿第一次落在我的手中。
“文革”开始，我被视为修正主义苗子，继之，被工作队划为三类分子，一直靠边站着。
后来一派掌权了，我看来看去，看到这掌权的造反派，青面獠牙，凶恶得很，比以往的某些当权派有
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毅然地走了出来，参加了原同当权的造反派对立而被打成反动组织的一派。
当权的造反派知道这事后，把我骗了去，关了房子里的灯，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这一揍，更使我铁了心，回到淑芹正在坐月子的房间，便对她说，我是要干下去了，你已不能待在长
春，回三岔河去吧，把元君庙和泉护村这两本手稿带走，这是国家的，好好保管起来，我今后出了事
，你就交给北大。
第三天，我找了两个朋友随我护送淑芹到了火车站，她只身带着孩子和这两本手稿回到了三岔河。
后来，我和淑芹所经历的艰难，就不用在此多说，总之是这两本手稿终于被她精心地保护下来。
遗憾的是，当《华县泉护村》手稿这次落在我手中的时候，很可能是我将要甚或已到了故宫博物院，
他事缠身，工作很忙，这样，我只能把它搁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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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县泉护村》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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