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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博览群书，征史探源，博中有专，学养深厚；他，为人谦和，提携后进，宽厚仁爱，藏而不私。
他的一生，是勤奋求学、严谨治学的一生；他的一生，是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一生。
他，就是将毕生心血与智慧奉献于文物研究和博物馆事业的史树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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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58年，史树青参加了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先后前往乌鲁木齐、喀什、和
阗、民丰、伊犁、塔城等地，调查少数民族历史，并编写简史、简志，参加了哈萨克族简史、简志的
编写工作。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最早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简称中央民
委）发起，始自1956年。
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这项工作转而由民族研究所主持进行。
从各学科的专业机构抽调了1000多名专业人员和民族工作者，组成16个调查组，对各地少数民族的生
产力、社会制度、发展历史和风俗习惯进行普查，整理了数千万字的调查资料，征集了一批民族文物
，并拍摄了一批纪录片。
1958年底，中央民委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确定在调查报告基础上出版《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
民族《简史》和《简志》三种丛书。
到1964年为止，丛书共完成了57种初稿。
 史树青参加的是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期间跑了很多地方，接触到了绚丽多彩的当地少
数民族文化，这段生活对他的学术生涯起到了开阔视野、丰富经历的作用。
史树青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参加了哈萨克族简史和简志的编写工作，还在当地文物调查中有
过突破性的重大发现。
1959年，史树青在新疆民丰县做调查时，发现了一枚出土于尼雅遗址的“司禾府印”。
 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西域精绝国故址，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处交通要塞，位于民丰县以北
约1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汉书·西域传》里记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8820里。
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
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
北至都护治所2723里，南至戎卢国4日行。
地厄狭，西通抒弥460里。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1901年首次发现了这座古城，遗址中散落房屋、佛塔、寺院、城址、冶铸遗址
、陶窑、墓葬、果园、水渠、涝坝等各种遗迹百余处，是新疆规模最大、保存状况良好，又极具学术
研究价值的大型古文化遗址之一。
自斯坦因发现尼雅遗址的十几年间，陆续有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到过尼雅进行考察，但没有留下可
据考察的文字资料。
尼雅遗址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应该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
而史树青先生一行所在的调查组，正是尼雅遗址考察的先遣队。
 1959年2月，史树青等调查组成员深入新疆民丰尼雅遗址，进行遗存清理和文物采集，“司禾府印”
正是在这次采集中发现的。
这是一枚炭精质地的桥纽方印，通高1.7厘米，边长2厘米，印文为阴刻篆文，分两行，一行“司禾”
，一行“府印”。
从字体和纽式特征上看，可以确认是汉朝时期的印章。
汉代在西域驻兵屯田，为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曾沿路设立了许多屯田区的中心，“司禾府印”就是
汉朝屯田官吏所使用的印章。
在这次调查中，还在居住遗址内发现了麦粒、青稞、糜谷、干蔓菁等农作物遗存，也发现了木夯等用
来开渠灌溉的农具，这些发现说明当时尼雅河畔的绿洲是一片适宜耕作的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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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鉴定国宝的"国宝":史树青传》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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