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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尹焕章先生（1909～1969年）百年诞辰纪念，也是他逝世40周年纪念，我们将他生前已刊
和未刊的著述集结出版，以示对这位考古界前辈的怀念。
　　尹焕章，河南南阳人，著名考古学家，江苏当代考古奠基人之一。
早年就读于河南大学，1929年经董作宾先生介绍，尹焕章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在
朱希祖、陈寅恪、陈垣等前辈指导下，在徐仲舒先生具体领导下，参与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并
于1930年由董作宾推荐到北京大学学习。
1933年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从此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考古事业。
　　殷墟发掘是尹焕章考古事业的起点，从1933年至1937年，他在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人指导下
，先后参加了安阳殷墟第八至第十五次发掘。
这期间，还在郭宝钧先生指导下参加了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墓的发掘。
那时，他与石璋如、尹达、胡厚宣、高去寻、夏鼐等年轻考古工作者初露头角，日后都成为中国考古
界的翘楚。
　　抗战开始，尹焕章奉史语所之命，冒死将河南辉县、浚县、汲县等处出土的铜器押运至汉口。
1939年转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只身一人派驻四川乐山看管文物，直到1946年冬文物回迁，他又一人
押运文物回到南京。
在7年的时间里，他保管的文物，在战乱、迁徙中未损一件。
1950年3月，中央博物院更名为南京博物院，尹焕章留任为保管部主任，他根据自己常年看管文物的经
验，撰写了《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保管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推荐发表，连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3
年第11、12两期上，对后来的博物馆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尹焕章为江苏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先后任治淮文物工作队副队
长、华东文物工作队副队长、郑州文物工作队副队长、江苏文物工作队第一分队队长，长期在华东地
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十余年间，他走遍江苏大地，亲自调查过的古文化遗址占江苏遗址总数的70％，多次主持重大考古发
掘。
在此基础上，他与曾昭爝先生共同提出了“湖熟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概念，撰写了《华东新石器时代
遗址》、《论我国东南地区苏、浙、闽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况》、《试论湖熟文化》、《古代江苏历史
上的两个问题》等重要著述。
　　这次，我们编辑《尹焕章文集》，收录了他1950年以后所有著述，一为考古卷，一为考古日记卷
。
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财富，尤其是从未刊载过的考古日记，更是记录了他考古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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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尹焕章（1909～1969年），河南南阳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
早年就读于河南大学，1929年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组，参与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
，1930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1933年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先后参加了安阳殷墟第8至第15次发掘。
抗日战争时期，转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被派驻四川乐山保管中央博物院转移到后方的数千箱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治淮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华东文物工作队副
队长，长期在华东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多次主持重大考古发掘，独自或共同提出了“刘林文化”、“
湖熟文化”等文化概念。
重要著述有《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我国东南地区苏、浙、闽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况》。
《试论湖熟文化》、《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曾任南京市第四、第五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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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焕章（1909～1969年），河南南阳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
早年就读于河南大学，1929年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组，参与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
，1930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1933年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先后参加了安阳殷墟第8至第15次发掘。
抗日战争时期，转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被派驻四川乐山保管中央博物院转移到后方的数千箱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治淮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华东文物工作队副
队长，长期在华东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多次主持重大考古发掘，独自或共同提出了“刘林文化”、“
湖熟文化”等文化概念。
重要著述有《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我国东南地区苏、浙、闽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况》。
《试论湖熟文化》、《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曾任南京市第四、第五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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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记湖熟镇发现史前遗址　　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江宁县湖熟镇钱立三先生到南京来，捐赠南京博
物院一些陶片石器。
我们细细检查这些遗物，知道它们包含三个时期的东西：史前期的有灰黄色两面刃的石锛，用水成岩
细石磨制而成，非常光滑，还有陶纺轮网坠和红砂粗陶片，间而红色中掺杂点淡灰色；汉代的有绳纹
半瓦、方格纹陶片等，陶片大部为灰色，也有红色；六朝的有越窑瓷片和“军持”残片。
汉代和六朝的东西不算奇怪，史前石器发现于南京附近，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情，我们因此决定往湖
熟调查一次。
3月23日，院中工作同志七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工作队，并请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小石先生参加，
早晨七时从南京出发，十时半到了湖熟镇，在镇上找着钱立三先生，请他引路，费了半日的工夫，调
查了遗址五处，下午四时动身回南京，六时到达。
兹将五处调查所得结果，分述于后：　　（一）城岗头：这是一个紧靠着湖熟镇北边高出地平面约10
余米的土岗，在岗西部断崖上，很清楚地显出下为黄胶土（自然土），上有1.5米左右的文化层。
此层又可分为上下两部：下部为淡灰色和红色烧土，内有朽木屑，已变做了浅白灰土，遗物有红砂粗
陶、器足残片、大敞口盆式器残片等；上部为灰土，中有汉代陶片，和钱先生所赠的一样。
岗面上遗物，非常混乱，烧土分布，也相当普遍。
我们推测，此岗原为早期的一个遗址，可能在汉代，此地曾建有烧陶器的窑，因将早期遗址破坏。
　　（二）梁台：这是一个略呈圆形的台，在城岗头东面约50米，相传为梁昭明太子读书处，其东有
旧河道。
这台的文化层和遗物，几乎和城岗头完全相同，不过钱先生指出赠给我们的石器和陶纺轮，就是这里
出土的，在台东部1米深度的断层中，显出丰富的贝壳遗存。
　　（三）小宝塔山：这山在城岗头西北约500米，是一个近代丛葬的坟地，看下列文化土层，只在地
面上找出些和城岗头一样的各代遗物。
　　（四）鞍头岗：在粱台的东南，中间隔着秦淮河。
此处新近有人起土，露出断崖，包含的遗物，和城岗头相同，另有汉代细柄豆残块，明代瓷豌片等。
　　调查以上四处以后，我们有点失望，因为四处的文化遗存，都是相同，而且这样混乱，虽然知道
有些比汉代还早的东西，但早到什么时候，殊难确定，虽然钱先生指出在梁台上曾出有好几件石器和
陶纺轮，但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史前遗址的特征，我们疑心这些石器可能是古代的残存物或从旁处
带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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