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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辑的文章是由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人撰写的发掘报告，对发掘经历进行生动描述，并
对发掘过程中发现主题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意义的理解进行了阐述，引发读者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内涵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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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振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959年北京与安阳队同仁共同编著《殷墟妇好墓》《殷墟青铜器》《殷虚的发现与研究》。
彭士凡，1937年生，1960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
注有《江西先秦考古》《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现任《南方文物》主编。
蒋廷瑜1939年生。
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
注有《铜鼓艺术研究》《古代铜鼓通论》《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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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当詹开逊等赶到现场时，围观人群依然里三层外三层，他们好不容易挤进了包围圈，铜器虽已
不见了，但沙中墨绿的铜锈、破碎的陶片，干部、群众七嘴八舌的报告，加上职业的敏感，他们很快
作出判断：这无疑是一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存。
鉴于沙质疏松，无法进行钻探，他们分析研究后，决定先开一4X4米的小探方试掘，由侯远志、徐长
青(技工)、刘山中和县文化馆杨日新同志在现场试掘。
领队詹开逊赶赴5里外的大洋洲乡邮电所，向省主管部门电话汇报。
    约11时许，詹开逊自乡返回，途经昌赣公路边个体开办的赣东饭店，因天气闷热，加上来回奔波，
觉口干舌燥，想入店讨点水喝。
没想到刚到店门前，楼上探出一个脑袋在打招呼，原来是县文化局一个干部正在那间房里死死地守着
床底下的那个麻袋。
    袋中是一些被砸碎了的青铜器碎块，有方鼎的竖耳、圆鼎的腹片、虎耳虎形扁足鼎的体部⋯⋯看见
这些圆雕的虎耳：“这不是和1978年樟树三桥横塘出土的虎耳虎形扁足圆鼎一样吗?”“这是典型的商
代晚期青铜器!”这位198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考古队员，凭着他较深厚的文史功底知
识，深知这次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当年樟树发现的那件虎耳虎形扁足铜鼎因是国内独一无二
的商代珍品而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征调走，而今天出土的不止一两件！
70年代吴城遗址发掘以来省内同仁们寻找的器物就近在咫尺。
想着、想着，他竟忘了自己当初进店的目的，返身直奔工地。
  与此同时，正在沙丘上试掘的同志也有惊人的发现。
原来试掘仅推进55厘米就发现一片灰褐色的沙层，扩方后可清晰地看见长轴约2米的椭圆形分布范围。
拍照后，剔去表层，发现三堆器物呈品字形地分布着：一为鼎、豆、鬲等小型青铜礼器；一为宽刃剑
、刀、斧、锥、凿等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一为陶器。
三堆器物，均叠压而置，刀、匕首多数都折成数截，木把手虽多已腐朽，但有的铜箍尚存，一些柄部
的漆皮和背部的朱红尚清晰可见。
在远离中原的南国一旦看见这些青铜“重器”的出土，他们个个都惊喜得无法自持，徐长青跪坐在炙
热的沙土上，喃喃说：“天哪!不会是我的眼睛看花了吧!”杨日新馆长虽过半百，也忘了因通宵未眠
疲惫劳累，竟欣喜若狂：“这下我们江西、我们新干要出名了!”炙热的沙砾、干燥的喉头、饥饿的肚
子，这一切，考古队员们已抛之脑后。
    新干出土商周青铜器群的新闻，不胫而走，9月27日，省文化厅厅长郑光荣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銮
书及省社科院副院长姚公骞作为省内首批领导和专家到考古现场参观指导。
他们在参观了现场和出土青铜器后，都喜出望外，赞不绝口，姚公骞说：“不仅在我省，就是在南方
地区也是空前的!”周銮书说：“了不得，不得了，不仅江西古代历史要重写，中国古代史至少也可以
补充一节!”    10月22日，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副馆长陈佩芬以及中国社科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长寿一行作为省外第一批专家专程来到新干大洋洲考察指导，并在县武装部军械库
里仔细观赏了已出土的青铜器，马馆长连声赞道：“大开眼界!”张长寿先生则谓：“大饱眼福!”马
馆长还说：“新干这批青铜器必将轰动全世界!”在午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专家们还就下一步科学发掘
特别是青铜器的修复、保护问题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马馆长提出，有些破损严重、修复难度较大的青铜器，可以送给他们馆技术部修复。
后来，就是按照马馆长意见，上海博物馆无偿地帮我们精心修复了方鼎、假腹盘和瓿形鼎等多件青铜
器。
    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华觉明、副研究员苏荣誉先生来省指导瑞昌铜岭矿
冶遗址的发掘工作，得知新干有大发现后，怀着浓厚兴致参观了大洋洲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仅凭他数小时的粗略观察，就认为这批商代青铜器
在铸造工艺上很有自身的一些特色，很值得深入研究。
他建议将来对新干这批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进行研究，我们之间可开展合作。
我想，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是青铜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它可以揭示我们先民如何创造了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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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的青铜文明，如何制造出这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也只有通过研究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才可以明了
赣江流域先民的青铜冶铸水平，也才能了解新干这批青铜器在制作工艺上与中原青铜器究竟有哪些共
性和个性，进而对探讨新干青铜器群的文化面貌、文化属性乃至青铜技术和工艺的传播路线、方式等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华先生为首的冶金史组的专家们在这方面
积累着丰富的经验，于是对华先生的动议，我当即欣然同意。
后来新干这批青铜器群的铸造工艺研究以及金相分析等就是在华先生指导下，具体由苏荣誉先生负责
进行的。
    我们先从西坑清理起。
在西坑内，西端倒置着一面完整的大铜鼓，鼓腔内叠放着三件铜盆和二件铜盘，盘内又放着三件铜勺
和一件杯形壶。
铜鼓的西北边竖放着一件漆绘铜筒。
在坑的正中，放着一个木腔革鼓。
坑的东端则放着铜盘口鼎、铜蒜头扁壶、铁釜架及铁釜。
除了木腔革鼓的鼓皮已浸泡朽蚀不存，鼓腔边沿霉烂，和铁釜架已断散之外，其他器物都很完整，有
的像是刚出炉丢进水中的一样。
    当王克荣从坑里举起杯形壶时，很多人以为是“炸弹”，并开玩笑地说：“是不是抗日战争时期日
本飞机扔下来的?”有人甚至演义说：炸弹打穿了封土，没有爆炸，就留在这个坑里了。
玩笑是玩笑，当时确实不知道它是何器物，临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弹形壶”。
此壶的盖器密封得很好，一个学员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倒来倒
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
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
这件壶很像1970年山东诸城藏家出土的杯形壶。
山东的杯形壶高32.9厘米，壶盖上只有三个环钮。
我们这一件壶高39.3厘米，盖上有四个钮。
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就把它改称“杯形壶”。
《西清古鉴》上刊载一件“汉兽杯壶”，也是此类壶，但盖已失。
此外，再也没有在别的地方见到过这种壶。
    把铜鼓里的东西提取完后，最后才将铜鼓抬上来。
把铜鼓上的泥浆抹去一些之后，它金黄的颜色和流畅的写实图案花纹真令我们倾倒。
我们知道，广西地下埋藏着许多铜鼓。
自唐宋以来，时常有出土。
但出土的机会是偶然的，打井、修渠、盖新房挖地基，植树挖坑，甚至耕田种地，都会挖到铜鼓。
据光绪二十年(1884年)梁吉祥《贵县志》记载，该县农民在山谷中挖土，还经常获得铜鼓。
这些铜鼓多数被供祀神佛，在庙宇中常有保存。
当时的山北里尚龙寺、怀西里思怀圩永兴寺，都有铜鼓收藏。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修的《贵县志》记载，清宣统三年(1911年)北山下里福村农人于山间掘得一铜鼓
；民国三年(1914年)北山下里沙龙村人又掘得一铜鼓；民国十八年(1929年)山东桥暂村覃某在大农村背
亭滩岭掘得一面大铜鼓；在县城南岸也出土过铜鼓。
南岸铜鼓后来存放在县城同福堂。
当时一些乡村迎婚仪仗中还有用铜鼓的。
但是，这些铜鼓的出土都没有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手，它们埋藏的环境始终是一个谜。
    1955年在贵县岭顶发掘一座西汉晚期的土坑木椁墓出土了一面铜鼓，尽管鼓身已残破不全，我们还
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那是考古工作者亲手从汉墓中发掘出来的。
与这面铜鼓同出的文物还有铜壶、铜盆、铜釜、铜奁、博山炉等，为这类铜鼓的断代找到了一个可靠
的标尺。
自1955年以来，黄增庆在贵县发掘了数百座汉墓，也只有这两座汉墓出铜鼓，令他兴奋异常。
    除了这面铜鼓以外，化肥厂工人在东坑已取出一面小铜鼓，那而铜鼓面径只有28.8厘米，高24.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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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也较简单，鼓面太阳纹十道光芒，主晕是空白的，第二、四、五晕饰栉纹，胸部下方有两组羽
人划船纹。
鼓虽小，但完整无缺，灿然夺目，令人喜爱。
另外，化肥厂工人在东坑取出的三足铜案是用铜鼓改制的，把一面铜鼓从胸部打横截断，在鼓面上焊
上三只蹄形足，翻过来就变成了一张铜案。
由此可见，这座墓一下子就出了三面铜鼓，也是难得的机遇。
    当我们用清水洗净铜鼓以后，不但金光灿灿，纹饰也特别华丽，内容极丰富。
从鼓面上看，中心太阳纹十二芒，芒外有七个晕圈，分别装饰着栉纹、勾连雷纹、翔鹭纹和锯齿纹，
主晕是十只衔鱼旋转飞翔的鹭鸟。
鼓胸有六组羽人划船纹，每只船上有六人，头戴羽冠，奋力划桨。
腰部有八组羽人舞蹈纹，舞者头戴羽冠，身穿吊裙，摆手扭腰，翩翩起舞。
    掀开东坑盖板，除西南角已被化肥厂工人因提取器物扰乱过外，其他地方还未扰乱。
据化肥厂的工人说，他们取出来的铜器都堆放在东坑的西南角，横七竖八，没有一定次序。
但他们确认，在三足铜案上放着一件彩绘铜盆，铜盆内横放着两件筒形铜钟，竖放着一件羊角钮铜钟
。
铜纺铜壶和小铜鼓放在铜桶和三足铜案之间，铜九枝灯倒卧在铜匝和小铜鼓旁边，有的灯盏、枝干已
散落。
西端一个大铜盆覆盖着一件铜钵、一件葫芦瓢，两件叠放的铜匝和一件带盖的铜桶。
坑的中部还有一件带盖的铜桶和一件大陶甑。
坑的东部挤放着两件铜桶。
    我们再一次按照从西往东，从上往下的次序一件一件地提取。
    同时出土4件铜桶，这在广西也应是一个重大发现。
4件铜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都是圆筒形，上大下小，平口，平底，内凹成圈足。
口下有一对半环附耳，附耳内有竖形贯耳。
出土时有木盖，盖作覆盘形，顶中有柱状钮。
腹部纹饰大同小异。
1号(最大的一件)腹部饰栉纹四道，第一、二道之间饰勾边雷纹，腹中部在点纹带之间饰带切线的同心
圆纹。
2号(次大的一件)上腹部在两道栉纹之间饰勾边雷纹，腹中部饰两道相斜切的同心圆纹带，下腹部又饰
两道栉纹。
第三件铜桶腹部上、中皆饰勾连雷纹；最小的一件纹饰与第三件相同，但腹上部一侧刻有一个“布”
字，在桶耳的下方，刻有“十三斤”三字。
那个“布”字，是当地地名“布山”的省文，“十三斤”三字是这件铜桶自身重量，实测重3405克，
折合当时一斤为260.03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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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李学勤最近我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学术著作出版事业有不少重要的创新。
其明显的标志之一，是选题范围的开拓，能够打破陈规，不落窠臼，三联书店推出的这套《考古人手
记》即其佳例。
我听到这一丛书的宗旨体例，不禁为之击节，认为正是大家所需要和期待的好书。
    考古学是科学，在社会迫切要求普及科学知识的今天，考古学自然也应该普及。
可是考古的简报、报告和论著尽管数量繁多，却不是一般读者易于涉猎的。
考古学有自己的方法、术语和规范，没有经历过专门训练的人，面对着大量的器物、数字、图表，确
实很难弄明白。
包括在学科领域上和考古比较接近的，如历史学者、人类学者、美术史学者等等，其实也有不少隔阂
。
    这种情形，是考古学日益专业化的结果。
特别是在近年，考古学进一步与新的科学技术结合，更使得考古学的报告、论文技术化，于是可读性
愈发减弱了，缩小了读者的范围。
考古学同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在有些人心目中简直成了一门望之生畏的学科。
考古学不断取得的新成果，因此也很难转化到社会的共识中去。
    当与一些考古界的老朋友谈起这个问题时，大家常常回忆起，在现代考古学于中国建立的早期，好
多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经典”的报告和著作却不是这样的。
那些作品，虽然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古远，问题是同等的艰深，却是非常有可读性的，有不少还可以
说读来趣味盎然，引人入胜，有似游记或探险史。
为什么如今我们在技术性的报告以外，不能写出更多的像前辈学者那样的文章呢?    科学是探索，是创
造，其成败利钝，时时激发人们内心的思维与感情。
考古工作尤其是如此，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室内，通过揭示和观察已被佚失遗忘的过去，产生了多
少期待，多少欢欣，多少困惑，多少惊奇。
千般思绪，万种辛劳，没有证实的猜想，难于避免的遗憾，在简报、报告里海每无法容纳。
然而缺少了这些，我们的考古学家终生的经历便不是活生生的了。
    所以，大家应该欢迎像《考古人手记》这样的考古学家的回忆著作。
三联书店在给每一位作者的约稿信里说：“您曾主持⋯⋯的发掘，故特请您承担该主题‘手记’的写
作，由您对发掘实际经历进行生动描述，并对发掘过程中您对发掘主题之历史文化内涵与意义的理解
进行阐述，为读者展示历史长河中由中国人创造的传统文明及其意义，引发读者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
内涵的思考o”读过这段话，大家会明白，《考古人手记》对学术研究本身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不
能仅作回忆录看。
    这套丛书又有考古学史方面的价值。
每一门学科，都有对应的学科史，例如文学有文学史，数学有数学史。
文学史、数学史等都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有许多学者专家从事研究，在推动学科发展上起了很大的
作用。
与考古学相对应，当然有考古学史。
从世界来说，考古学史的研究不能说很发达，但也有相关国际会议举行。
首届“考古学史会议”，是1978年在丹麦的奥尔胡斯召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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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想知道殷代王后的地下珍宝库吗？
你想撩开古代南方青铜王国的面纱吗？
你想知道南越文化是怎样重见天日的吗？
你想探询古越的悬棺葬吗？
这本书，将给您带来最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带您走进一个考古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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