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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
物鉴玩观赏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界的大事。
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
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
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
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
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
此后，山河间的访古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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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曾侯乙墓》从学术的角度论述了墓葬以及历史学上研究
的收获、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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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维四，一九三○年四月生于湖南望城县梅园。
一九四九年毕业于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后又毕业于湖北函授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九五四年结业于
北京大学第三期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从一九五二年从事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工作以来，历任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副馆长、馆长、
顾问，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武汉大学兼职教授，现为湖北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考占专业客座教授、中国文物学
会理事。
曾主持楚都纪南城、江陵望山与沙冢楚墓、江陵凤凰山秦汉墓、随县曾侯乙墓等重要考古发掘与研究
。
主持曾侯乙编钟研究与复制，一九八五年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主编或合作主编、编撰的考古发掘报告与专著有《曾侯乙墓》、《江陵望山与沙冢楚墓》、《曾侯乙
墓文物艺术》等，已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还与夫人白绍芝合著了《文物考古与博物馆论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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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月初至5月初，围绕组织、技术、物资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在组织领导方面，建立了以省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邢西彬为组长，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志
维、解放军武汉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刘梦池、襄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桓、随县县委副书记程运铁为副
组长的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古墓发掘领导小组。
其成员还有地、县有关部门及雷达修理所的负责同志和武汉大学及省博物馆的有关专家吴明久、王一
夫、韩景文、王君惠、王家贵、彭金章和笔者，共十二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揽各项事宜，同时还设考古发掘队、行政管理组、政宣保卫组分工负责相关工
作。
笔者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兼考古发掘队队长，实际主持此项考古发掘工作。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副教授方酉生、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副队长黄锡全、襄阳地区文博馆负责人
王少泉、随县文化馆副馆长王世振任副队长，协助队长分司有关事宜。
考古发掘队以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的专业人员为主组成，又从襄阳地区及所属各县市和省内有关地、
市、县博物馆的文物干部及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中选调了一部分人员，既可支援工作，又藉
此观摩学习和培训。
此外，还从省文物考古队江陵纪南城工作站、黄陂盘龙城工作站抽调了一批经过培训并有长期实践经
验的考古技术工人作为发掘队的技工骨干。
此举可算是湖北全省考古专业技术人员一次大聚会、大检阅。
国家文物局对此项考古发掘十分重视。
先是派我国老一辈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顾铁符先生驻扎工地，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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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应《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之约，此书终于脱稿了。
二十余年前，笔者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名文物考古工作者，有幸主持了此墓的考古发掘，目睹了这
批珍贵文化遗产的面世。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遵照编委会提出的写作要求，力图尽可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突出这一重大考古
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虽然笔者作了很大努力，但终因学识有限，加上干扰甚多，完稿之后自己读来亦觉不够满意。
所幸得到编委会同仁的删改与加工，终能付梓问世了。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博物馆的许多支持与帮助。
书中插图多采自湖北省博物馆编撰的《曾侯乙墓》考古报告及有关专著。
原图亦多为省博物馆研究员吴嘉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志华所绘。
照片（含彩照）由省博物馆副研究员潘炳元、研究员郝勤俭等同志提供。
照片摄制除署名者外亦多为潘炳元所摄，恕未一一标明。
书稿完成后，承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舒之梅阅读了全文，研究员冯光生、研究员王纪潮阅读了有关章
节。
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我已参照作了修改。
当此书完稿之际，谨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同志致以深深地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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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是中国文物与考古界开始科学探索的时代。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翻开这套书，重温那些重大发现不断、研究成果迭出的激动人心的岁月，也许
就能看到奋斗的足迹，也许就能触动智慧的火花，也许就可以在学术前沿开始一轮新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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