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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考古好玩，善哉斯言！
    考古有三个搞法：学考古，做考古，玩考古。
    学考古和做考古，带有职业取向，行业性明显。
考古学人和考古学家做得，考古玩家做不得，做不来，也未必想做。
    玩考古，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不需要做精专的学问，不需要非说专业人士才听得懂的行话，不需要非得在这个行业里谋生，
不需要恪守每条行规。
一句话，学人做得，专家做得，百姓也能掺和。
    老话说，不掺和白不掺和，掺和了不白掺和。
曹操墓，就是大家都掺和过，都玩过考古的一个典型案例。
因为不管你承不承认，只要你听说过曹操墓，你有过曹操墓是真是假的疑问，你拿曹操墓当过谈资，
你公开或半公开发表过言论甚或表明过立场等，这要我看，就都算掺和过了考古，玩过了考古，做过
了一回公众考古人。
    可见，公众考古就是人人都能掺和的考古，而不是少数专家才有唯一解释权的考古；就是专家说的
不一定是对的，公众想的不一定是错的考古。
你像专家说“考古不是挖宝”，对不？
你像公众说“考古就是挖宝”，错不？
都很难三言两语掰扯清楚。
凡事，说不清楚，挺好玩；说清楚了，也挺好玩。
因此，考古好玩。
    我出这书，就挺好玩。
说来话长，长话短说。
    我是学考古的，从1978年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起，历时10年，1988年从张忠培先生门内硕士毕业。
毕业后又差不多做了20年考古，从三峡做到南水北调，直至前两年日渐垂老，这才金盆洗手，挂铲收
尘，不再怎么做一线田野考古了。
在这30多年学考古和做考古之中，我还一点点地做起了“出轨”的事，那就是给非专业的报刊写点考
古杂文或知识小品文。
现在手头上能找到的较早的一篇，是发表在《新民晚报》1989年8月17日的《话说铜敦》。
    印象中写《话说铜敦》，是有一天听电台广播，讲湖北有家博物馆的一件铜敦被盗，运到了美国，
后来又如何追缴回来的事。
但播音员功课没做足，把铜敦这种东周古器的“敦”字，发音成了“dun”，而文物考古的专业读法
应该读“dui”。
于是我给报社投稿，既讲了什么是铜敦，又纠正了读音。
没想到还真有同事和家邻看到，叫我以后多写点，他们喜欢看云云。
换句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是我溜出考古三界外，写点闲文野篇之始，也可以算是玩考古之始。
    我大量给报刊写趣味性和知识性的考古小品文，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以《新民晚报》为例，有时兴致来了，每个月都给该报的“夜光杯”等栏目写去一两篇发表，像什么
《盗墓贼与洛阳铲》、《陶器鉴定五要素>、《司母戊鼎的新重量>等。
那时还结合在三峡考古，忙里偷闲，写过《罕见石范出三峡》、《南方甲骨》之类。
有时一忙没空写了，编辑会来催，说有读者反映，最近怎么没登高老师的文章，我们想看呢！
也不知是真是假。
但这使我晓得了原来社会和读者还真有这种需求，大家对文物考古还是不无兴趣的。
而我写作的体会是，把专业语言转换成公众能接受的“豆腐块”文字的难度，原来并不亚于写一篇专
业学术论文。
写学术文章，可以直接入题，高举高打，高谈阔论，不吝笔墨，引经据典，罗列数据，出示图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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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的要把这类学术语言、专业范式鼓捣成考古圈外的人都明白，让初中水平的人也都能看懂，做到
忠培师所说的“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深入浅出，实在不易。
普及文章，看着好懂，动起笔来，既要铺垫，又不能像裹脚布那么长，还要兼顾科学性、知识性、趣
味性、故事性等，都是愁煞人的事。
    到了本世纪前后，中国考古界出现了一个学术进程性的转机，那就是长久以来一成不变的文物观开
始发生变化，从原来只关心专业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逐步扩大为社会化的保护和利用，甚至还有了
传承一说。
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变化归结为重建考古价值，更不能看作解构考古传统，但考古的模式多元化了
，考古人的做法也多样化起来，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也从学考古，做考古，愈加觉得考古好玩，想玩好考古了。
于是，也就不满足于只写考古知识小品文，转而写起带有故事性以及评论性的考古随笔来。
不尴不尬的是，这些随笔有的写得太长，不太符合报纸那种千字文的要求；有的又写得半专业半不专
业的，投出去发表也没个地界。
趁着博客兴起，我把它们陆续堆积到我在网上开设的“公众考古试验田”博客上去了。
这一堆就是几年，被推荐到网站首页或头条的有几十篇，总点击量已有约200万人次，有时写得好玩了
，一篇的点击量就能超过10万人次。
这样一来，编辑们找我要稿子的也多起来，有的报刊甚至直接从我博客上转发的也不在少数。
去年下半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史立丽女士找我做选题，于是就有了把博文集合起来，出这本《
考古好玩》的想法。
但她也向我提出了要求：“一旦成书的话，最好能够‘出于博文，高于博文’，也就是说，不必完全
照博客来，要多作些删并、填补，博文的痕迹也耍适当控制一下。
”我觉得她说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就按照她说的办。
草稿成文后，又让我在复旦带过的学生王太一作了一通全书的校勘和修订。
    我不是考古界最早开博设坛的主，但我与考古界其他几位开博的考古人不同，他们开的多是学术博
客，面向的是小众和精英，属于学院派；我开的是文化博客，也就是玩考古的博客，对象是大众凡人
。
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都只能是半通。
因此，我选题和叙事就尽可能做到以下原则：一不上传专业论文；二是少讲道理，多讲故事，当说书
的，不当教书的；三是不罗列媒介报道的那种又有什么新发现了的考古结果，多讲述考古是怎么发现
的一个个幕后故事，轻结果，重过程；四是放下身段，能唠白话就不端术语，尽量以初中或高中程度
的读者为写作对象，因为这是中国最大的群体，考古为他们服务，引发他们互动，大家能一起做点什
么，挺值！
    所以，这本《考古好玩》在很多考古人士看来不过是初写作、浅解读而已，但却是我这些年力求把
专业语言转换成公众语言，把专业知识转换为社会文化常识，把考古学扩大到公众考古领域，把考古
人的学术生态扩增为知识分子本应肩负的社会公共职责的一个缩影。
    心有所系，践行斯言：玩好考古，考古好玩。
    高蒙河    2011年5月31日于上海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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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考古好玩》由高蒙河所著，主要内容是：
考古人，宛如人类古往今来的发现者、研究者、守护者、传承者。

他们怀着寻回过往的伟大使命，从都市到村野，出繁华入粗朴，将生命的舞台搭建在一片片青山绿水
间。
场景的转换，既平常叉不平常：角色的变化，既寻常也不寻常。

当奔波四方的考古人在暇隙里安下心来，便也会寻拣那些平常又不寻常的考古故事，还有那些摇曳生
姿的考古传奇，串成家珍，系上屋檐，点缀了四季。

考古学(anchaeology)和考古人(archeaologist)二词，由此从书纸上洇染开来，衍生出一阕阕别样而又好
玩的考古之歌。

 这本《考古好玩》适合考古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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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蒙河，男人，中年人，蒙古族人。
生为东北吉林人，现为复旦教书人。
主要著作有《郑和史迹文物选》、《灯烛》、《铜器与中国文化》、《三峡考古记》、《长江下游考
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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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话说回来，特殊达人们之所以能折桂中国达人秀，一是参评的不少人偏好过度，迈不
过去情感这道坎，悯人系数占上风，审美观不免有点跑偏；二是其他选手的特点和实力尚不足以去国
际舞台上展示，比如那位6岁的“小周立波”张冯喜，着实可爱，但她还未成年，擅长的又是沪语和
国语，如何同国际接轨？
再比如那位蔡胖妞，唱功了得，英语也不错，应当是位不错的人选，但她的身体是否和那位胖哥朱晓
明一样，能否经得起巡演的艰辛，却是个问题。
故此，无臂刘伟成为选秀王，虽说有点美中不足，却也无话可说。
尽管我又实在不愿意想象下去，偌大一个中国即将签约亮相世界级演出的出色达人，竟然是一位残疾
人士？
甚至那些对中国久怀恶意的“坏人”还会搬弄是非，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达人形象，是让残疾人展
示人类难以完成的高难度生理极限，这种超高、超强的做法，有悖于更高、更强的普世价值云云。
中国首届达人秀的结果，既不太出人意料，也不太在情理之中，给人没有办法的办法之感。
达人秀如此，中国评选考古奖也多少有点类同。
比如中国每个年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奖，奖的就是谁发掘到了最有学术价值的古代遗存，即从每年全
国几百个考古发现中拣最好的挑。
首先要说，我不是举双手反对评选这个奖的，因为这是中国权威考古机构为了学科自身发展、普及考
古和保护文物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我本人也是近两年海选阶段的推荐者之一。
但这就像我评价中国达人秀一样，美中不足或者说不无遗憾的是，考古发现是带有很大偶然性的，谁
能挖到，谁不能挖到，不代表谁比谁的水平就高，何况，这还不免有引发考古学家拼命想抱大金娃娃
的挖宝心理之嫌，导致负面的弊端。
相比之下，国外也搞考古评奖，但不太像我们这样谁挖到好东西，谁就登堂人殿。
比如英国的考古奖，他们评选的名目比我们多很多。
像金手铲奖，奖励某些考古技术新发明；像重要学术贡献奖，奖励某项开创分支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像英国遗产奖，奖励在长期保护古建及纪念物中作出贡献者；像钢铁大桥奖，奖励对古建进行合理再
利用并作出成就的项目等。
另外还有诸如考古著作奖、最佳广播节目奖、新闻奖、普及考古知识奖、考古俱乐部奖之类。
我大量给报刊写趣味性和知识性的考古小品文，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以《新民晚报》为例，有时兴致来了，每个月都给该报的“夜光杯”等栏目写去一两篇发表，像什么
《盗墓贼与洛阳铲》、《陶器鉴定五要素》、《司母戊鼎的新重量》等。
那时还结合在三峡考古，忙里偷闲，写过《罕见石范出三峡》、《南方甲骨》之类。
有时一忙没空写了，编辑会来催，说有读者反映，最近怎么没登高老师的文章，我们想看呢！
也不知是真是假。
但这使我晓得了原来社会和读者还真有这种需求，大家对文物考古还是不无兴趣的。
而我写作的体会是，把专业语言转换成公众能接受的“豆腐块”文字的难度，原来并不亚于写一篇专
业学术论文。
写学术文章，可以直接入题，高举高打，高谈阔论，不吝笔墨，引经据典，罗列数据，出示图表等。
但真的要把这类学术语言、专业范式鼓捣成考古圈外的人都明白，让初中水平的人也都能看懂，做到
忠培师所说的“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深入浅出，实在不易。
普及文章，看着好懂，动起笔来，既要铺垫，又不能像裹脚布那么长，还要兼顾科学性、知识性、趣
味性、故事性等，都是愁煞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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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好玩》：考古就是挖宝考古不是挖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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