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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希腊的雅典娜神庙，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些穿越了时间隧道的宏伟
建筑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漫长岁月中的风霜雨雪黯淡了它们曾经光华四射的容颜，却赋予它们沧
桑尽显的凝重和神秘感!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朝拜者。
作为一个象征，它们当之无愧，毕竟它们所代表的古代文化，曾经辉煌一时，璀璨在世界的很多地方
，或者独放异彩，或者交相辉映，照亮着古代人类探索文明的路。
    目前公认的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古代两河流域，古印度河流域以及古代
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
他们都有一个相当长的文明起源乃至延续的过程，作为文明象征的遗迹和遗物保存下来的数量相当多
，内涵也极为丰富，而这些遗迹和遗物，是今天的人们通向过去世界、研究古代人类的桥梁。
    无论你走进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还是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琳琅满目的古代艺术品总让
你目不暇接，乃至由衷地发出“观止矣”的赞叹。
但是漫长的历史岁月和广袤的生存空间赋予了我们祖先进行发明创造的不竭激情，如果你认为你所看
到的已经是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的话，难免会失之偏颇。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激情创造在世界各地不断展现，不断向人们揭示着古代社会神秘高远的生活画
卷，而打开这本古老画卷的正是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者们!    考古学是一门近代在西方兴起的崭新学科，
距今只有150余年的历史，其理论和方法都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在中国，考古学者们遇到的情况更为复杂。
一方面，考古学传至我国尚不足80年的历史，在理论、技术诸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中
国古老的文明延续时间最长，地上地下的遗迹遗物非常丰富，而且堆积情况复杂，无疑对年轻的中国
考古学者们提出了挑战!但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等待，从1929年第一代考古学者李济先生发掘华阴村
遗址开始，考古学者们在北京周口店、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济南龙山城子崖等地点广泛探寻古人类遗
留的踪迹，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进
入了黄金时代，陆续发现、发掘的云南元谋人化石，陕西蓝田人化石，黄河上、中、下游各成序列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偃师商城，秦始皇陵兵
马俑，秦长城，汉代阳陵丛葬坑，满城汉墓，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临潼杨贵
妃洗浴的华清池，敦煌莫高窟，法门寺地宫，明定陵，明长城以及清代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墓
等，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从远古发源，历经兴衰，既有汉唐辉煌又有清末耻辱的全景图卷。
其中，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现层出不穷，难以俱陈：长城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陕西临潼发现
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虽然如此，中国的。
考古学者们仍然是不为人注意的一群，他们跋涉在祖国的青山绿水之间，栉风沐雨，餐风宿露，忍受
现代人最为惧怕的寂寞和孤独，努力地工作，为着一种崇高的理想，凭着一种执着的信念。
他们又是乐观向上的一群，单调生活中亦不乏乐趣：或残灯如豆，传说发掘中的一些轶闻趣事；或以
茶代酒，相对饮尽无边的荒山落日；或轻拨琴弦，心思暂时溶入小河流水；或信口高歌，尽情抒发胸
中块垒。
因此，本书再现的不仅仅是考古的浪漫之旅，也不仅仅是艰苦的发掘经历。
其实，考古亦如生活，是一杯淡淡的甘甜和淡淡的苦涩掺成的美酒，醇香让人难忘，一丝苦味令人回
味无穷。
    本书写作过程中，承蒙齐鲁书社的贺伟、侯仰军二位同志悉心指导，热情鼓励，我们表示感谢!成书
过程中，我们曾翻阅和借用了大量已故或者仍然健在的亲历者已经发表的资料，由于篇幅所限，不再
一一列举，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如果你翻开这本书时，看到飘落的雪花，你不必惊奇，
因为就是她，伴我们度过了1997年的漫漫寒冬；当你闲暇时，或者因为下着小雨而有了读书的心情，
偶尔打开她，但愿她的出现，不会灰暗你本快乐的心。
果真如此，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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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继王懿荣首开收藏甲骨之风后，有些金石学家也陆续加入到搜购、收藏的行列中。
其中有一位有心人，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王懿荣殉国后，所藏甲骨大部归于刘鹗，除此之外，加上托人代购的一部分，其收藏数量几达5000片
之多。
1903年，刘鹗从其中选出1千余片，做成拓片，编为《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甲骨文著录的第一部专著
，开甲骨文研究的先河。
然而，刘鹗的命运较之王懿荣犹有不及，他虽亦为忠义之士，却因擅开皇仓、赈济百姓而被清政府流
放边疆，死在异乡的土地上。
    刘鹗开始搜求甲骨时，已经注意这些甲骨的出土地点了，因为只有搞清出土地，才能最终揭开这种
甲骨文字的奥秘。
但出土地对世人来说一直是个谜，古董商心里明白秘密泄漏的后果，对此守口如瓶。
惟利是图的古董商们告诉刘鹗的甲骨出土地点，或是汤阴，或是汲县，却从来没有和安阳联系起来。
当时交通不方便，也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还真的让古董商蒙混过关了，刘鹗一直对甲骨出土于河
南汤阴深信不疑，这位著录甲骨文的第一人，至死也被蒙在鼓里。
其发表的专著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反响，流风所及，“汤阴说”同样蒙蔽了日本人，成为一段时期
内有关甲骨出土地的主流。
但狡猾的商人编织的谎言最终还是被戳穿，戳穿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在当时的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劝诱下，惟利是图的古董商人终于道出甲骨真正出土地之所在。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
他一生保守、反动，是地道的保皇派，但这并不影响他勤于治学，善于稽古，具备丰富的金石学知识
。
他和刘鹗过从甚密，接触到甲骨文后，立即全力以赴地从事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
他首先知道甲骨出土地的真相后，接着便进行了一番考证，从史书上查找材料，证明安阳为殷朝的都
城，出土甲骨的地点，应即为殷墟之所在!弄清了这一点，让罗振玉大喜过望，原来这些神秘的文字乃
是三千年前商朝人遗留下来的，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字!罗振玉惊喜之余，当机立断，不仅先行
派其弟罗振常和妻弟范兆昌前往安阳，搜购甲骨，而且他还亲自前往安阳小屯殷墟，进行实地调查，
收获颇丰。
这一年是1916年，这也是金石学者第一次把足迹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
罗振玉搜集甲骨数以万计，先后出版多种专著，当仁不让地成为甲骨学最早的权威。
    甲骨学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自从殷墟被发现之后，不知不觉中，它已成为殷墟的一部分
，而且日渐成为其小而又小的部分了。
殷墟，走过历史的荒野，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不断发现的遗迹震撼着世人!    殷
，在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地理条件十分优越。
它地处黄河北岸的冲积平原上，洹河自西向东蜿蜒流淌，沿河两岸水土肥美，利于灌溉；前有黄河天
堑，后有太行山脉为依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在殷商版图中比较居中，便于控制四周的小国，的确是一块建造国都的风水宝地。
    殷作为商朝后期的统治中心，一直是商代经济、文化的兴盛之地。
虽然其地面建筑在商亡时遭到严重破坏，但仍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地下遗迹和遗物，举世闻名的甲
骨文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更好的遗存等待我们去发现。
殷墟的千年酣睡，就要被人们一声声唤醒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12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即展开丰富的想像，用他那雄浑豪放的笔触，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的
奇丽惊险，同时发出古蜀“开国何茫然”的感叹。
而当近现代的历史学家，面对着古蜀之何时开国、何地建都诸如此类的问题时，他们感到的仍是一片
茫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重大考古发现秘闻录>>

据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它历经夏、商、周三代，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还参与讨伐队伍之中，对商作战。
若按《蜀志》的提法，蜀立国始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三皇之一的人皇时期，那么当有45000多年的历史
，这真是显得太夸张了，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固然可以将“四万八千岁”写入诗中，严谨重实证
的历史学家们却很难相信如此巨大的数字。
即以肇始于黄帝时期，其立国也在夏商周之前，这同样令研究者们感到不可思议。
《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西汉文学家杨雄的《蜀王本纪》又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柏蔓、鱼凫、蒲
泽、开明”，他们“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对于这几代蜀王，《华阳国志·蜀志》又作了些简单介绍。
说蜀侯蚕丛最先称王，他的特点是“目纵”。
他死之后，葬以石棺石椁，国人也纷纷效法，所以习惯上认为石棺墓就是蚕丛后代“纵目人”的坟冢
。
蚕丛之后为柏蔓，柏蔓之后为鱼凫。
相传鱼凫王一次到湔山(在灌县境内)种田时，忽然得道成仙而去，蜀人十分思念他，就在湔山立祠祭
祀。
再后就是杜宇，亦即蒲泽，又称望帝。
    杜宇(蒲泽)之后就是开明。
战国初期，九世开明帝改帝称王，有一次他做梦国都迁移了，醒后便做出决定，将都城由郫邑迁至成
都。
那时中原诸国称霸争雄，战乱不已。
蜀地远处西南隅，开明氏恃秦岭、剑阁之险，闭关自雄，修水利，劝农耕，务蚕桑，发展经济，国力
十分强盛，势力一度扩展到东起涪江，西到大渡河，北自陕西凤翔，南至今四川宜宾的广大区域。
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更元九年)秋，秦国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军人蜀。
不久，杀蜀王，灭掉蜀国，古蜀的历史就此结束。
    纵观古蜀国的历史，只有开明氏一朝记载较多，杜宇氏之前以至蚕丛氏时期，文字记载不过是只鳞
片爪，且多夹杂着神话传说，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如何，与周边关系怎样，人们都难以看清
其庐山真面目了。
月亮湾玉石器的出土给古蜀文化的研究带来了一线希望，可惜这仅仅是个希望。
从30年代以后，直至70年代，古蜀文化的研究进展不大，也没有出现惊人的考古发现，眼看走到了山
重水复的地步。
恰在此时，三星堆附近又获得了重大考古发现。
    但一件雕塑作品仅仅做到了形似还不够，只有形神结合、形神统一才能算一件成功的作品。
而秦俑个体雕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视传神，努力做到形神统一，刻画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
同性格的人物不同的精神面貌。
秦俑的塑造追求形似，但绝非为形似而形似，它还要与神的表达相结合。
以武士俑的胡须为例，胡须的制作方法有多种，或在唇上直接刻画出胡形，或是粘接泥片加以刻削，
或径以泥块作成，或用减地浮雕法刻成；胡须的种类更是多种多样，有络腮大胡，有三滴水式乳状髭
须；有胡角下垂的，也有胡角上翘的，但什么样的人长什么样的胡须，却与该人的年龄个性密切相关
。
留络腮大胡者，双腮有两片浓密的丝须，上唇配双角上翘的大八字胡，一般年纪偏老，性格粗犷；留
小八字胡者，上唇上横置两片短小的小胡，下颏配有一点小须，一般较为年轻，显得潇洒干练；留双
角下垂的八字胡者，两撇胡丝沿口角自然下垂，下颏配一撮小须，一般性格文静。
此外，或冷峻或深邃或圆睁或机灵或锐利的眼睛，或大或小或厚或薄的耳朵，或塌平或高耸或粗短或
瘦削的鼻子，或薄薄或润厚的嘴唇，或棱角分明或双唇半启或两唇紧闭的嘴巴，再加上或细长或粗短
或浓密或如山脊或似弯月的眉毛，无不强化了秦俑的精神面貌。
正是由于把个体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精神相结合，秦俑艺术给人们留下了众多典型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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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清瘦一把长须形态平静的老将表情严肃，显得稳健而多谋；面阔耳大天庭饱满眉如山脊的中年将
领，显得威猛而豁达；面形圆润细眉大眼嘴唇鼓突的战土活泼可爱稚气未脱；长眉大眼阔口厚唇者气
度凝重；五官粗壮双目圆睁者神态英勇；双唇紧闭侧耳凝神者机警聪敏；舒眉秀眼若有所思者文雅沉
静⋯⋯真可谓千人千面，少有雷同。
在陶马的塑造上，作者同样抓住眼、耳、鼻、口等关键部位突出马的神态。
状如悬铃的双眼，尖尖耸立的双耳，粗大翕张的鼻孔，裂长嘶呜的口唇，再加上肌肉丰实刚健有力的
肢体，翘卷的尾巴奋扬的鬃毛，一副欲在疆场上左右奔突驰骋千里的潇洒姿态。
难怪有人说：“它们的出现，是我国古代长期盛行的骏马雕塑艺术的真正开端。
”正是秦俑的作者们在继承和发展前代造型艺术的基础上，将圆雕、浮雕和线雕有机地结合起来，运
用塑、堆、贴、刻、捏、画等技法，显示了立体形象的体、重、形、神、色、质等艺术效果，并通过
艺术的夸张和提炼概括，寓静于动，动静结合，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共性中突出个性，于一个受纪律
约束而整齐划一列队的庞大军阵体系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又个性鲜明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所散发的
勇武精神又总与军阵的临战气氛相契合。
    椁室的边箱清理完毕后，开始拆卸椁板，打开棺室盖板，盖板有两层，打开后，发现棺为套棺，而
且有4层之多!第一层是黑漆素棺。
棺的外部遍涂棕黑色油漆，没有描绘花纹，棺内则涂朱漆。
拆开后，暴露第二层彩绘棺。
棺内亦涂朱漆，纹饰很少，棺外部以黑漆为地，彩绘有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以及穿插其间的形态生动
的神怪。
其中画面上常见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兽身有尾的怪物。
这种怪物，往往衔蛇操蛇，也有袍服人立的，但四肢似猿，手足不分。
《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
，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楚地多信巫，江湘又多神怪，当时的统治者在棺上绘操蛇之神，
多含辟邪、升仙之意。
第三层棺也是彩绘棺。
棺内外髹以朱漆，色彩鲜丽。
在棺外的朱漆地上，又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色调，绘画出龙、虎、朱雀、鹿和
仙人等祥瑞，也起着祈福避邪的用途。
两层彩绘漆棺的绘制方法与后世建筑彩画的作法近似，先用漆将木材表面刮抹平整，再用各色油彩描
绘花纹。
构图严谨，不留空白，讲求平衡和对称，画法多采用铁线描，或平涂勾勒，线条流畅而且富于变化。
色彩的运用上，不仅注意层次感，而且讲究整体效果，注意不同色调的色彩搭配，色彩瑰丽，随意流
畅，表现出强烈的汉代艺术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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