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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城市中，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小孩。
为父母的，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小皇帝，不但好吃好喝供养着，还为他们安排了一生，使他们养成了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
他们之间相互攀比，穿名牌，戴名牌，花钱出手大方，但自己动手和自立的能力没有，吃苦耐劳的能
力很差。
这样的娇生惯养，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1996年秋季，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为青少年写一点东西，我没掂一掂轻重就答应了。
当我动笔时，就犯了难。
写什么呢？
我不是大人物，也未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又不是什么劳模之类的人。
后来，还是我的儿子贾或彰说：“您就写一写您怎么从一个中学毕业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迈入院士行
列的吧。
”他的话启发了我，因而我才写出了这本书。
在书里，根据回忆，我把过去的所做所为，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实事求是地写了进去。
读者可以自己分辨，好的可取，坏的可弃。
“有过必改，得能莫忘”应为一句对每个人都有用的古训。
1984年，我在《少年科学》杂志7月号上以“成功道路何在”为题发表过一篇短文，文中有这样的话：
“有的少年朋友向我探询，成功的道路如何走法？
并问我：有什么妙诀或窍门？
甚至，还以为我真有所谓的'天才'。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
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那是在学习和工作中，靠拼命拼出来的，即使有'天
才'，如果不善于利用，也是无济于事的，有时反而更糟，聪明反被聪明误⋯⋯”1986年8月，我在广
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大学生丛书中的《著名科学家谈智力开发》一书中写过《莫等闲，白了少年
头》一文，提到：当我进中国地质调查所，被派往周口店帮助发掘时，对这项工作感到很大兴趣，“
自己立下宏大志愿，要做专家学者，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一不怕碰壁，二不怕劳累。
劳累两个字在我头脑中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
白天除了做一般的事务外，一有空就跑到工地帮助发掘。
白天工作，夜里读书。
我的英文不行，但条件是好的，标本有的是，结合标本阅读有关专业的书，比较容易弄懂，即使只弄
懂几句也感到高兴。
万事开头难。
学习开始阶段是我的一大难关，但有一种力量支持我，无论多大的难关我也敢闯⋯⋯”1983年由我主
编、上海科技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出版的《人类的黎明》一书的前言中我也写过这样的话：
“幸而世界上世世代代有这么一批'傻人'，愿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终身。
在真理面前，他们每有所得就笑逐颜开，一无所获又愁容满面。
我们相信，一个人想要为人类做出一些有益的事，就无法摆脱这种苦乐相兼的境界。
但是他们从来不气馁，总是勇往直前地克服前进中所遇到的一道道难关。
我们的先辈是如此，我们是如此，一代一代下去也是如此。
一个人能否在短短的一生中为人类做出一些贡献，就看他对摆在面前的问题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
退。
”我最佩服的是那些不畏艰辛勇于工作的人。
我在书中经常提到的杨钟健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当我们一起跑野外调查时，他爬坡走不动了，总是一边吃力地爬，一边口中还念念有词：“不长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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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气，灭自己威风。
”他在79岁时以“八十不老”勉励自己，写下了“年近八十心尚丹，欲和同辈共登攀”的豪迈诗句。
无论做什么事，都应以“勤”当头，才有成功的希望。
未见过贪懒、好玩、一心想投机取巧的人大事有成的。
最后，再谈一下我写这本小书的情形。
我今年已89岁了，又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带着高倍花镜，还需拿着放大镜，才能写字，字也写得歪
歪扭扭，有时还重叠在一起。
漏字、重字的事儿就更不奇怪了。
1996年6月得了一次脑溢血，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虽然痊愈了，但记性大不如前。
即使在同一页稿纸上，相同的字，前边写过，后边又忘了，因此字典总不离手。
幸而有我的儿子贾或彰为我把关，边抄稿边改正，把丢的地方补上，重的地方删掉，遇到时间不确切
处，翻阅资料查对，着实费了不少力。
费了半天劲，总算写完了，如能对青少年读者有点教益，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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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大科学家为青少年写的书。
这些大科学家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他们用平实而睿智的文字，讲述了自己一生求学、科研和做人的故事。
从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奋斗的历程，几十年来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以及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
精神。
    本书《悠长的岁月》，介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阐明自己从事考古学探究的经历和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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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的童年断断续续的学校生活考上练习生初到周口店狗骨架和两本书难忘的升级考试学会“四条腿走
路”刻在心间的名字主持周口店发掘盐井沟挖“龙骨”发现了3个头盖骨辗转云南行升为技士周口店
日寇大开杀戒进修解剖学南下受阻“北京人”失踪“偷”出“北京人”遗址图结识夏景修美国古生物
学家葛利普与胡适谈合作重振周口店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争论发现了丁村遗址寻找比“北京人”更早
的人广西探洞寻“巨猿”河西之行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寻找细石器的起源从死神身边逃脱
路途依然遥远流逝的岁月留下了什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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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8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河北玉田县城北约8公里的小村庄——邢家坞。
这个不足200户的村子，北临山丘，南望一片平原，土地贫瘠，村民的生活比较贫困。
据坟地碑文记载：我们贾家原籍河南省孟县朱家庄，在明代初期才迁移到邢家坞。
听老一辈人说，我的曾祖有兄弟二人，大曾祖父没有儿子，按我们家乡当时的规矩，需要把我二曾祖
父的长子，即我的大祖父过继给大曾祖父。
我的二祖父也没儿子，又从我三祖父一门中把我的父亲过继给二祖父。
由于生活困难，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只身到北京谋生。
我们村里有个叫宋竹君的。
据说他是燕京大学的前身——汇文大学(后改为汇文中学)毕业，在北京英美烟公司任高级职员。
经他介绍，我父亲也进了英美烟公司。
父亲本名贾连弟，号荣斋。
他的工作部门叫“调换处”，实际上是做一种广告性质的工作。
人们只要能集到一定数量英美烟公司出品的香烟空纸盒或烟盒内的画片，就可以到调换处换取挂历、
成套茶具及小玩艺儿等物品。
由于工作日渐起色，人来人往日渐增多，人们都习惯称父亲为荣斋，而他的本名反而没人叫了。
当时父亲每月薪水18元，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需花8元，其余10元就托人捎回老家，家中的日子自然
好多了。
我家村后的东山上有两个山洞，一大一小，我常常跟着其他小孩到小洞里探洞玩。
大洞深不可测，我们从不敢进去。
有时用石头打成圆球，从山上往下滚着玩。
想不到这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发现石球的打制过程和用途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在村北的小山下，还有一条南北向细长的水坑。
这也是我们孩子常常光顾的地方。
我们就在坑里洗澡、打水仗。
我还常常到地里逮蝈蝈、捉蜻蜒和小鸟。
在鸟中，我们最喜爱“红靛颏”或“蓝靛颏”，凡是我们网着的鸟，除了这两种，其余统统放生。
当然我们小孩之间，也常常为逮鸟打架。
母亲只是拉开了就完，最多打几下屁股。
她不许骂人，骂人或偷拿别的小孩的东西，准挨一顿掸把子，东西还要送回。
我外祖母家在门庄子，位于邢家坞村和玉田县城之间，地处平原，风光秀丽，也是个200多户的村子。
外祖母住在村前街的西头路北，家中有五间北房。
东侧有条路通往后街，小路东边有个数十米长、直通南北街的大水坑，水坑大小东西有三四十米。
前街路南有一块菜园，冬季多种大白菜，夏天除种各种蔬菜外，还种甜瓜、西瓜等。
外祖母家我也非常爱去，除了有水坑可以游泳外，更因为那块很大的菜园子，有很多好吃的瓜果和蔬
菜，比邢家坞的菜多了很多，何况还有一个比我大13岁的表兄，他常带我去坑里摸鱼和捉螃蟹，又好
玩又能解馋。
大约到了7岁，我在外祖母家开始上学了。
当地没有学校，读的是私塾。
所谓私塾，就是在老师家上课。
老师教几个学生，屋里没有课桌，只有个方桌，炕上放个炕桌而已。
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我还记得，老师叫谷显荣。
每天进老师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牌位行作揖礼，然后各就各位，背书或描红模子。
学完了三本小书，又学了半本《论语》，谷老师因病去世了。
我又到邻村跟一位叫李小辫子的老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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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是民国，但他还是清朝打扮，留着辫子，所以当地人都叫他李小辫，而不知他的大名。
他对学生管得很严，背书背不下来或背错了，都要挨掸把子。
他给我们讲的课文，我们听了虽然有时似懂非懂，但因怕挨打，背得都很熟。
所以到现在什么“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等小时描红模子上的字，我还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大约到了8岁，《四书》读完，又读了点《诗经》，我的外祖母也去世了。
此时邢家坞也有了私塾，我又返回自己的家继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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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这本小册子即将发排的时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冯小竹女士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说：“最好在文
后加个后记。
”在文后加个小“尾巴”，虽属多余，但我又未假思索地答应了。
可是，当我要写的时候，却又犯了难：写什么呢？
干脆来个别出心裁，写点自己为人的情况和生活现象，倒也新鲜。
我这个人决不做虚伪的事，也不蒙哄别人，从中取巧。
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应当得到的就给我；不应得到的，我也不伸手去拿。
我也不显示自己好像有多大的本领，每天只是埋头工作。
拿别人获得的材料或在别人写的文章上加上自己的大名，作为“出名”的资本，我会感到有愧于人。
今天正当写到此处的时候，记者张兴学先生打来电话说，在我方便的时候要来访问我，让我谈谈我的
养生之道。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养生之道，只是对人不存坏心眼，不做亏心事，每天都乐呵呵地生活，心情保持
愉快，这是养生之道的根本。
心里发烦的时候、不痛快的时候也常有，但我能解脱。
每遇到这种现象，多想过去有趣味的事，就会把心头的乌云冲散。
我在1996年“'南湖杯'世界华人'我的一天⋯征文活动中，写了一篇《暮年生活充盈》的短文，不料还
得了特别奖。
在那篇文章前面，我交代了我的生活概貌。
不妨把它抄下一点来，作为这本小册子的收尾。
“⋯⋯听听音乐，遛遛公园，逛逛商场等，都非我所好。
有一次在外开会，会后为了叫我们几位老人长长见识，司机同志开车在街上转了一个大圈，特意叫我
们看看市景，了解一下城市建设，可我却坐在车上睡着了，到家门口才被人叫醒。
“还别说，我的儿子还真陪我到阜城门桥头附近自发的旧货市场小摊上逛了两次，那里有卖花的，有
卖古董的，有卖零零碎碎小玩艺的。
我买了两方古旧图章，一个玉雕的印泥盒和一个玉琢的小壶，总共花了150元。
有时拿在手中观赏玩玩倒也有趣。
这可以说是我的嗜好了吧！
“每天都一样，我早晨6点左右起床，先在书房内活动活动腿脚，不是做什么操，只是随心所欲地活
动一下身体。
然后洗漱，看早间电视新闻，吃早点。
大约在8点半坐在书桌前，开始我一天的预先安排好的工作。
”由于生活有趣，我的工作总是在进展；又由于工作上的进展，精神上既得到安慰又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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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悠长的岁月(插图珍藏版)》：从当练习生开始，贾兰坡先生靠自学，啃完了英文版专业书，掌握了
艰深难懂的拉丁文和辨认动物化石的过硬本领。
他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院士。
在悠长的岁月中，他一点点地挖掘着历史遥远的馈赠。
 《悠长的岁月(插图珍藏版)》介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阐明自己从事考古学探究的经历和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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