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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的影像　　2003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岳南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从亚运村来到北京大学我的
寓所，将他的新著《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商务版书名《天赐王国——三星堆
与金沙遗址惊世记》，下同）书稿示余，并请为其书序。
我当时虽有些含糊地答应下来，但还是告之待看完全部书稿后再做最后定夺。
岳南走后，我用了三四天的时间翻完了这部洋洋三十余万言的纪实文学作品，觉得有话要说，也有话
可说。
于是决定写出下面几段文字，与大家共享这部作品所展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带给我们的香
甜与酸涩。
　　我真正接触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96年遗址内两个著名的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
由于这两个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当时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震动。
此后不久，四川有关方面在广汉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我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
之后几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之邀，前往三星堆发掘工地和博物馆参观考察过几次，对遗址
与出土文物的面貌、性质以及发生发展的源流等等，有了进一步了解。
围绕这个文化主题，我也曾做过一点专门的研究。
岳南先生在这部书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与事，特别是对三星堆遗址历史源流与文化方面的描述，我不
但不感到陌生，应该说还比较熟悉，并有些亲近感与亲切感。
正是由于这部作品活灵活现的描述，引发了我的思绪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朋友们飞去。
　　记得在199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曾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写
了一篇简短的序文。
这篇序文和1986年在广汉召开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和心声。
我曾这样说过：　　根据三星堆这个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
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
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风完全一样。
从现场观察和从图上看，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它的规模比之于在中原发现的其他商
城也毫不逊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如果三星堆真的是个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时代问题，讲到时代就同遗址的文化期有关系。
所以，文化分期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前一个时期，以四川学术界为首的众多学者把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还可以再细分或
合并呢？
我就不敢说了。
谈分期一般总是以地层为依据，而地层又是不能与分期画等号的。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才能够下最后结论。
如果不把分期的问题解决，那么，关于其学术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好定下来，例如城址的问题、
遗址的性质问题、祭祀坑的问题以及铜器问题等等，都不好解决。
　　三星堆遗址的绝对年代究竟为公元前多少年？
这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现就证明有它的延续性。
所以，这个遗址的发现、发掘对于探讨这一个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国家起源等问题，都是很重要的
。
我曾对四川考古界的朋友们说过，只能从三星堆遗址这个地方来考虑，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联系。
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很重要的遗址，工作就从解剖这个遗址开始。
我看了几次之后，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而这一问题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
的。
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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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绝
不可轻视。
　　当然，三星堆遗址的两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面世，可以说是四川省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
的考古发现。
之所以说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两座祭祀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围还分布有约十二平方公里的
同时期遗址。
现经查明，在此遗址之上还包围有边长约1800—2000米左右的城墙，祭祀坑就在城内靠南偏西的位置
。
据发掘者对我说，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
我看了之后，感到城墙的规模与郑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见当时屹立在古代中国西南方的蜀国是何
等气派。
大家知道，关于早期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
早期蜀国历史的重建，当然离不开考古学。
由此发现，给四川省的考古工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也立下了耀眼的丰碑。
两座祭祀坑发掘报告和相应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表揭开了早期蜀国历史研究的序幕，这一丰硕成
果的公诸于世，是值得学术界为之共同庆贺的。
　　以上就是我对三星堆遗址及两个大型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就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质等问题发表的
一点看法。
尽管有些观点没有做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但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
　　望着案头上这部描写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品，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老一辈考古学家
夏鼐先生的一部书和他说过的话。
　　那是抗战后期的1944年，当时尚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参加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三家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对甘肃一带做了两年的考古调查。
后来，已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巨擘的夏先生根据在甘肃地区实地考察的日记等材料，写了一部《敦煌考
古漫记》的书。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大师，夏先生对这部通俗性的“另类”作品，专门在序言中这样解说道：
“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
但是我们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后世想要知道的事么？
不也是同样地具有历史的价值吗？
将来中国考古学发达后，以更精密的方法和更宏大的规模来做这些工作，必定有更丰富的收获。
我们这次筚路蓝缕的工作，所收获的一些古物，数量上仅是沧海一粟，质量上也成为不足轻重的普通
品。
反倒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充满人间味的工作情况的记载，成为较稀有的东西，或许更可珍贵呢！
至于考古方面的通俗叙述，也是我的一种尝试。
我们知道那些费了很大精力所写成的专门性考古报告，它们的命运常常是安放在图书馆书库中和极少
数的学者的书室内，仅供专家的偶尔取阅。
当那些专家偶尔由书架上取下考古报告来查阅时，也像对付从地下新发掘出来的古物一般，需先行拂
去书皮上的尘土和蜘网。
翻了几下之后，仍放回书架上。
这些巨著又在书架上过它们漫漫悠长的空闲岁月。
它们能够这样的偶尔一被查阅，便算是尽了它们的功能。
”对于这种颇为现实的状况，夏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这本《漫记》把许多耳闻目见的各种琐事，也
都记进去，并不限于考古方面。
便是涉及发现遗址的情形及考古方面的收获，也力求通俗，不是专门研究考古学的读者，也可以感到
兴趣。
至于欲做专门研究的学者，则另有《甘肃考古报告》一专书在写作中，可以供他们参考。
不过那种枯燥的报告，便是专门学者，也没有几个人能从头到尾地看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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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作为我的前辈和授业的恩师，在这里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不但显露了他非凡的眼光和见地，
电道出了我和考古界同行们的心声。
作为考古学教授或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考虑和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到不仅仅用我们
手中的锄头将“沉入或掩没于土壤之下，曾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闪烁过奇光异彩的古代文化遗存”发
掘出来并使之重见天日，公诸于世。
而且是如何进一步把我们发现的这些文物史迹和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以发挥
它能够鼓舞和激励现代人类的最大时代效应和社会功能。
现在，从岳南新著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以及此前创作的同类作品中，我感到已经找到了知音和盟军，
并看到了实现以上远大理想的曙光。
就考古发现和发掘的宣示与流传而言，可以说纪实文学当是一个很好的传导形式，从事精神文化建设
的文学家和记者朋友们在这块天地里也将大有作为。
可以说，摆在我案头的《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就是岳南先
生在这块丰沃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和为民所急、所需，且是在考古学界甚至是整个学术界不可或缺的最
新奉献。
　　从这部作品的谋篇布局看，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材料为依据，以三星堆和金沙
埋藏的奇珍异宝及有关事件、人物为主轴，以古蜀国故地、黄帝子孙诞生的摇篮——岷山附近这块圣
土上的历史为素地，并配以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和文化风情，聚合而成为一个有历史
关联与传承相继的文化丛体，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卷帙浩繁、视野宏阔、情节曲折、意境深邃而画面优
美的全景式长轴画卷。
在这幅画卷中，作者极具文学功力地刻画了三星堆（月亮湾）玉器的最早发现人燕道诚父子，以及后
来的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外国学者的形象，特别是对郑德坤、冯汉骥、王家祜、林向、马继贤
、王有鹏、赵殿增、敖天照和年轻的陈德安、陈显丹等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保护
所做出的贡献，饱含感情地给予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
与此同时，作者还以辛辣的文笔，别开生面地描绘了大干世界无奇不有、无事不有、无事可以生非的
众生影像。
这个影像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后，表现得分外扎眼和刺目，各色人等的嘴脸和做派无不有
声有色、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表露出来，令人观之无不为之扼腕浩叹。
当然，作者在一路铺陈刻画各色景观和人物表演之时，也不断进发出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提出了很有
见地的颇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
从作者在笔下倾吐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部作品既有广泛的包容性，亦有相当的深刻度，如果把
这部作品看作是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余年和金沙遗址发现三年来，最具体、最出色、最全面、最优秀
、最具开拓性和独创精神地描述这一连串事件发生、发展、演化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并不算过誉。
甚至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具有科学依据、文学艺术价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
读者若能细心品读，相信一定会获得良好助益和启迪。
　　我和岳南先生是在1996年国家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才真正相识的，当时他是
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所批准允许的唯一一位全程采访并执笔写作这一“工程”的记者兼作家。
在“工程”研究论证的五年多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相识相知并在心灵上有所沟通。
其间陆续读过岳南本人或他和他的朋友合写的、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好评如潮的《风雪定陵》、《万
世法门》、《复活的军团》等描写考古发现、发掘的纪实文学作品，让我感触良多。
　　通过交谈得知，岳南并不是学历史或考古出身，他在大学攻读的专业是文艺学。
但由于自小对历史、考古有很大的兴趣，加上后来在北京求学有了一些条件和机遇，他自1990年便开
始有意识地接触历史文物考古界，并试着地把历史文物考古与文学结合起来开始写作，结果取得了较
大的成功。
这种走史学、考古学、文学相结合的路子创作出来的精神作品，被国内外评论界命名为一种新的“考
古文学”，而岳南和与他合著这一批作品的朋友，也自然地成为中国开“考古文学”先河的第一批作
家。
从他初次尝试到现在已逾十几年，现仍在考古与历史这个园地和这方沃土里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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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笔耕不辍。
从岳南的创作体裁、创作方向与矢志不移的创作精神以及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来看，我得到一个体会，
即古人所说的学贵有继，学贵有恒，学贵有志。
而重要的是志，但志在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作为人，必须有志，必须是一个有志于将整个身心投入事业的人，才能耿耿忠心结出丰硕的成果。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凡有心志的人必然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创造出一番大辉煌来，这部作品的
出版，或许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再次印证和权威诠释吧。
　　2004年2月8日　　【简介】邹衡（1927—2005年），湖南省澧县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毕业后作为北大即将成立的考古专业第一位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
郭宝钧攻读考古学副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商周考古的学习与研究。
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参加、主持郑州二里岗，河北邯郸涧沟、龟台寺，洛阳南王湾、东千沟，山东省临淄故城，北京
房山琉璃河刘李店、董家林，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山西省天马一曲村，陕西省扶风壹家堡等遗址的调
查与发掘。
主要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另有专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
天马一曲村》等。
其中《天马一曲村》获美国华盛顿沙可乐、佛利尔国立艺术馆及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心评
选的东亚艺术史最佳著作“岛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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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平静的月亮湾突现玉器坑，燕氏家人深夜挖宝。
成都街头天机泄露，灿烂珍宝在滚滚红尘中升降沉浮，一扇锈迹斑斑、充满了诱惑与希望的神秘之门
即将开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广汉县发现器物埋葬坑，挖出大量玉石器，从而揭开了三星堆神秘面纱
的一角。
三星堆遗址真正大规模发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内涵丰富的器物埋葬坑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向
人们展示着一个独特的古蜀国文化的遗存。
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解读三星堆文化提供了可能。
《天赐王国》叙述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发现、发掘始末以及近年来与三星堆文化密切相关的金沙遗
址的发现与发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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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
》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
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
其中数部作品被译为日、韩、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两百余万册。
现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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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局来人发现一号坑“金腰带”横空出世争夺文物大交锋第五章 五洲震荡二号坑再现人寰一件珍宝神
秘失踪硝烟再起第六章 史影里的蜀国专家云集三星堆开国何茫然杜宇化鹃之谜古蜀国覆亡真相第七章
坑中珍宝之谜是人是兽难分晓举世无双的青铜巨人通天神树是神坛还是帽子海贝何处觅故乡车轮、盾
牌颇思量权力的魔杖第八章 在迷雾中穿行祭祀坑之说的出笼两坑应是火葬墓亡国灭族之坑不祥宝器掩
埋坑第九章 三星堆城破之谜宝墩、鱼凫城的发现蜀亡的另一种版本蜀人大迁徙第十章 金沙金沙沙中
觅珍宝大象来源之谜出土卜甲与龟城的传说血脉总相连末章悲回风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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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沿着马继贤在追记中所说的“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诸于世”所透露的隐情，展开追索与调
查可知，当年这支联合发掘队在撤出广汉回到成都后，作为一个临时组织的学术团体自然随之解散。
但为了对学生有一个系统的训练过程，按冯汉骥的意见，此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暂存放于四川大学
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以供学生们在不断整理中有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
然而，省博物馆的部分领导和业务人员对这一做法提出异议，并说：把本次发掘的器物放于川大，既
不符合常规，也不合乎情理，一旦这批器物整理完毕，其随之产生的科研、学术成果势必会被川大方
面独吞。
在本次联合发掘中，省博物馆是出钱、出物最多的一家，没有省博出钱出物，这些师生恐怕连校门都
难以迈出，更遑论搞什么田野调查和发掘了。
而冯汉骥身为两边的主要领导，本应坚持原则，把一碗水托平，想不到竟置省博利益于不顾，将功名
利禄的砝码偏到了川大一边。
冯汉骥应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收回成命，令川大方面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月亮湾发掘的全部器物。
　　面对省博物馆部分领导与专家当面或书面提出的这些明显带有偏见的意见，冯汉骥大感惊讶与恼
火，想不到刚刚搞了个规模并不大的月亮湾发掘，是非与争斗就开始了。
你们乐意斗就去斗好了，反正我是不改初衷。
这样想着，他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
对方一看自己的意见没有引起这位一馆之长的重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意见书直接递到了博物馆
的上级主管单位省文化厅主要领导的手中，请求立即出面给予干涉。
面对这样的请求，为息事宁人，省文化厅领导派出专人负责召集省博与川大双方代表座谈讨论，并从
中给予协调。
省文化厅的特派员在听取了双方的汇报后，认为冯汉骥的决策并没有什么过错，遂当即拍板决定，驳
回省博人员的上书意见，全部发掘器物仍留在川大考古教研室进行整理。
这一决定，令省博一帮人大为不快。
他们并不甘心，还想找机会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就在川大师生即将把月亮湾出土器物全部整理完毕时，省博一班人预感到新的时机来临，便
于1964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川大归还发掘器物。
在省博的强大攻势下，省文化厅领导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最终撇开了冯汉骥，抛弃了川大师生，
并按照省博人的私下意愿做出了最终的裁决，勒令川大马继贤等教师立即无条件地将器物交到对方的
手中。
川大师生见大势已去，于无奈中将全部器物和已整理的至关重要的资料交了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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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星堆文化以其内涵丰富的器物埋葬坑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精美的玉石器、神秘的青铜面具、设
计精巧的青铜神树、夯土建筑而成的古城墙⋯⋯所有这些无一不向人们展示着一个独特的古蜀国文化
的遗存。
三星堆文化代表了古蜀国历史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它后来的发展走向如何？
这是人们在惊叹之余另一个关心的问题。
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解读三星堆文化提供了可能。
《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天赐王国（修订版）》从叙述金沙遗址的发现开始写起，追溯了三星堆遗
址的发现和发掘过程以及由三星堆文物的归属所引发的种种纠葛，书中引用资料丰富翔实，叙事生动
、引人入胜。
作者岳南擅长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考古发掘过程，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为一炉，既不同于枯燥的考古
发掘报告，也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文学，被誉为“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
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和富有条理的写作手法，将考古发掘过程与史海钩沉尽遣笔端，为读者重现了古代
中国文明，使考古过程成为了大众阅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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