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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在进行着考古工作。
这些工作，不断改变并丰富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考古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往往出自著名的学府(只有少数大学才设置考古专业)，却像老农一
样在土里挖掘寻找；他们“读尽了相关的每一条史料，也走遍了相关的每条河谷”(张承志语)；他们
直面日常工作的辛苦与琐碎，奉现给人们的却是废墟上的辉煌与田野里的诗意。
    考古人往往有不平凡的经历，他们知道太多的历史秘密，他们有讲不完的故事：探索的故事、发现
的故事，成长的故事、心灵的故事，历史文化民俗的故事⋯⋯一代一代考古人，一个又一个故事，缀
合成为中国近百年考古发现、探索思考与认识的鲜活的历史。
尽管他们可能出版了考古发掘的专门报告，写过论文甚至专著，但由于时间、精力、条件、机遇等的
限制，他们很少有机会给我们讲述考古和他们自己的有趣的故事。
    《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书系就是给他们提供的一个平台。
我们的设想是：以健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为主要关注对象，通过他们对自己考古生涯的回忆，讲述曾
经经历的大事、难忘的记忆，生活的艰辛、发现的喜悦，使普通读者能够借此走进中国的草根乡土以
及古代历史与文化的殿堂，走进考古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一次异样的文化与心灵之旅。
    假如因此为中国考古学史积累了一点资料，那是我们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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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今日来说，这些看法不算什么，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冒着被批判的风险，因为单线
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
1998年我访问台湾，即有朋友问我：你是否遇到了麻烦?实事求是地说文章发表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因为毕竟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
但在我开始从事民族考古学调查工作时，在民族调查队伍中已是个“异类”，曾被认为以今证古就是
“今为古用”，“和毛主席唱反调”，不时有积极分子、革命派进行“批评帮助”，又在这样重大问
题上又发出不同的声音，当时要说一点顾虑没有，那是假话。
　　当代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反对一个研究者应有任何特定的理论取向。
他们认为：自己所具有就是一种假说验证取向。
对他们来说各种理论都可以考虑，各式各样的研究方法都可以采用，研究者主要目的是对可能解释进
行验证。
所有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将随着新的验证增强或减弱。
人们永远得不到绝对真理，只会得到越来越可信的知识。
民族考古学者更强调验证，当发现某种理论与自己研究的结果不符，自应扬弃和反对，不应产生什么
顾虑。
但中国情况不同。
因此，如何勇敢地摆脱单线进化论的束缚，是在中国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工作的人面临的特殊问题，
必须克服，才能前进。
这也是谈到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时不能回避的。
　　以上简略地介绍我几十年工作历程和体会，对每项研究的具体情况这里自不可能详加叙述，好在
论文都已公开发表。
论文名称已于有关部分加以注明，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者可以参看。
这些论文均收于《汪宁生论著萃编》之中。
　　一个人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研究成果应由他人评价，特别是由后世论定。
我听任历史的论定。
　　从事民族考古学的人应学习国外同行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应像鲁迅所说：“多读外国人的书”。
但同时也应精读中国古籍，不仅为了搜寻有用资料，而且可从古人治学精神中汲取营养。
按中国古代学者也并不都是从书本到书本，还是有人走出书斋，接触社会。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有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历史和地理即重视调查，到
各地游历和调查时又不忘读书，他那“竹笈双驮万卷书”的故事，永远激励着我们。
本文标题“历九州之风俗”一语就采自他的《日知录》一书。
希望今日民族考古学者永远继承古代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　　P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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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辉煌的秦都咸阳城，终不堪楚人一炬。
史书记载，秦人仿照天象规划都城布局。
考古发现表明⋯⋯　　偏远的少数民族，迥异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可否从中找到破解史前考古哑谜的
钥匙？
　　考古学家王学理、汪宁生、李仰松将带您一起“历九州之风俗，考先民之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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