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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岱峻的大作《李济传》终于杀青，我为他高兴，我自己也放下了一件大心事。
他再三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我虽难以为情，却更难辞此请，就写上几句吧。
写这些段落，正赶上殷墟发掘八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段墟的发掘，是李济先生一生中的头一件大事；从2008年10月底到现在的12月初，我两度应邀去安阳
参加这次活动，随手记了几句话，等于是日记摘抄，在这里铺陈一下，就教于读者。
殷墟博物苑在二十多年前初建时，还只是一片荒野上竖了几处木牌。
当时为“复原”殷代宫殿所仿制的房屋甚是简陋，展览亦属粗糙。
经过这些年的辛勤研究和开辟，现已增加不少新内容，大有可观，可供参观展览和大型学术活动之用
。
当年参加殷墟发掘团十五次发掘目下仅存的王湘先生，以年逾九十七岁的高龄，写下了“安阳考古的
科学精神永存”几个大宇留念。
他很惋惜因行动不便，无法再到工地来了。
近年考古界对洹北商城的发掘和研究，是殷墟发掘的进一步开展。
记得先父李济先生在1977年写《安阳》一书时在第九章里已经对“洹河流域一带”的新石器、中石器
时代的遗迹非常关切，他并寄希望于“时代更早的”遗迹。
“洹北商城”的遗址当年可能还未在他的视界之中，当时他似乎只听说过有关洹北的片言只语。
这次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活动的郑振香先生和唐继根先生，在发言中都一再提及早期殷墟发掘时的一
些故事。
最感人的应是1936年发掘团的成员在西北冈大墓开掘后还自己出钱在小屯办了一座小学（即给当地农
民的子弟开设的，名叫“洹水学校”）。
据介绍，石璋如先生还从老家请来一位王老师给孩子们义务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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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济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一生串联着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多要人。
    他与徐志摩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同窗好友；他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
恪等和而不同，彼此辉映；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炳等患难
与共，同舟共济；他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着友谊；他视丁文江为
好兄长和科学路上的引路人；他曾与胡适筹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保持了同进退的步调；他
亲历了胡适的去世，但也有人认为胡适的死与他那番悲观的谠论有直接关系；他曾被中共作为统战对
象，也被台湾当局作为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但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　
　私密性、唯一性史料首次公开海峡两岸第一本李济传　　英国哲学家罗素大量引用并赞赏李济的论
文，“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
　　台湾文人李敖：李济是台岛“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的学阀”。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光直：“李济体现了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典范。
”　　郭沫若称李济是“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
　　许倬云高度评价李济：“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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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李济是谁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　第二节  优游清华园　第三节  克拉
克校园“啃青草”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　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
大哥”　第二节  西安讲学　第三节  重返清华园　第四节  五位导师　第五节  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  主持考古红　第一节  国学院的风流云散　第二节  阿卡德
米与傅斯年　第三节  济之找寻  彦堂首掘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第四章  殷墟。
城子崖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    一、“中央”与地方    二、“拉锯战”与“儒莲奖”    三、分手弗利
尔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    一、山东古迹研究会    二、城子崖的“求仁得仁”　第三节  回师河南    一、
“卷地毯”与后冈三叠层    二、浚县辛村与大赍店遗址    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四、侯家庄南地
与西北冈    五、董作宾携女友风波    六、世界最早的档案库    七、殷墟的最后一瞥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
京　第一节  达子营·方砖厂　第二节  无心亦无滞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　第四节  南京杨公井　第
五节  福兮祸兮长别离第六章  流寓西南　第一节  暂栖长沙　第二节  昆明两年    一、赵元任出国风波    
二、从昆明城到龙泉镇    三、战火催生的中博院    四、鹤归去  狼烟起　第三节  李庄六年    一、适彼乐
土    二、祠堂里的中博院    三、从羊街到张家祠    四、畏友傅斯年    五、“红颜知己”曾昭燸    六、从
李压走向田野    七、远古器物研究第七章  离开大陆前的最后岁月　第一节  日本之行　第二节  回到南
京　第三节  会晤郭沫若　第四节  在大陆的最后光影　第五节  苍茫天地间第八章  台岛最后一位重量
级学人　第一节  初到台湾　第二节  创人类学系  擘画台岛考古　第三节  主持史语所  代长“中研院”
　第四节  与胡适唱对台戏　第五节  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　第六节  建立科学的古器物学　第七节  撰
写Anyang第九章  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第一节  骨肉分离　第二节  彼岸的批判　第三节  独与天
地精神之往来　第四节  台北温州街寓所　第五节  父与子　第六节  书写历史与创造历史　第七节  最
后的烛光尾声  一个巨人消失了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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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1923年秋，李济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
经学长凌冰举荐，应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自第二年
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
李济曾说，当时他教的人类学这门“新鲜”学科，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
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上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的，可惜天不假年，两人都
英年早逝。
据说，李济还担任过南开矿科教授，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在民国十年（1921）以后，国内各大学鉴
于需要，也纷纷讲授矿课，以南开大学经李组绅捐助设立的矿科，由薛桂轮主持，李珠及李济等为教
师，最为驰名⋯⋯因经费不济，数年后遂停办⋯⋯”还有一篇文章写道：“⋯⋯（矿科）聘李珠、李
济、孙昌克等清华同学为教授，誉满全国⋯⋯”李济未必就是矿科教授，也许是矿科的教学计划安排
有人类学的课程。
”李光谟曾如此分析。
那时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最早的源头就来自地质学的“掘地”。
地质学因工业文明对能源材料的需求而兴，地质学家常受雇企业主寻找矿藏，其间不时发现古生物遗
骸、古代石器和陶器，于是古生物学和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
19世纪中期，这些在西方刚起步的新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如英
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上海总税务司署印的《地学启蒙》，“格致汇编”刊出的《地
学稽古论》等。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上白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
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
”1910年，中国第一种地学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创刊发行。
地质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大学教育，大学课程中专门开设了地理学和古生物学。
“土层犹书叶”，“以掘地代读书”（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语）。
李济后来的文章曾谈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只把书本视为学问，“劳心
”、“劳力”有别的观念阻止了实际田野工作的发展；民初地质学者开始在中国实际从事田野工作，
这才渐渐打破了读书人与“劳力”的界限。
他所说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包括层位学等侧重文物所处地下环
境的一套系统方法一一“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的”
）。
当时学科分工并不清晰，矿科、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因此说李济当过矿科教授，及至后来筹备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再其后受聘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诸
多的疑问在当时或许并不为奇。
李济在南开最早的朋友是原在克拉克大学的学长凌冰和清华同学杨石先，其后又结交了蒋廷黻、黄子
坚、喻传鉴、伉乃如等一批同事，通过地质学教授翁文灏的介绍，还结识了留美时的偶像——地质学
家丁文江。
那时，李济一次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随意浏览，当拿起一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时，扉
页上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
“他的锐利的目光与侧出的两钩胡尖，均给了我鲜明的印象。
”李济深情地写道，“那时在美国留学，要是真想学点‘什么’的话，常常地不免有寂寞之感；寂寞
的是，同道的人太少了；譬如在无数的科学杂志，所看的无数的科学新发明新发现及论文，与中国人
有关的，差不多见不着。
因此，有时在这些刊物内要碰着一个中国名字，那衷心的喜悦，就有点像在科举时代，家里出了一位
状元公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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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
早年留学日本和欧洲，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双学士。
回国后先后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所长，曾在滇、黔等省调
查地质矿产资源，编著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并长期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
他与矿冶界协作配合，积极兴办实业。
1923年，李济第一次与正在北票煤矿公司做总经理的丁文江见面，李济说：有一天下午，带了一封介
绍信，我跑到“义租界”北票煤矿公司总办公处去拜会他。
一见面他就说：“老兄回国了，好极了，你可以多作点研究工作。
像我这个人，又要作生意，又要办行政，剩下的工夫太有限了；虽说想作点研究，也作不了多少。
”他随即以对话的方式考了我一阵子，大概是想测验我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油水。
一个初回国的留学生，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
那时他的兴趣，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恰恰是我学的一套，所以虽是初见，两人很谈得来；一谈就
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
我记得临别的时候，他把开始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到现在回忆，这一次当面接触的印象，除了他的两钩胡尖，及一双锐利的目光外，最深的就是他的爽
朗气象。
他的谈话的恳切与热忱，使我感觉一种舒适；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
他鼓励我作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实的。
相识不久，李济就向丁文江指出他在昆明做过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
丁文江重新核对数据，发现毛病出在自制的卡尺并不精确。
丁文江非常欣赏这位“直道而行”的小兄弟，还热情地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
外专家认识，还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
李济1924年赴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中国科学社的经费资助。
丁文江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在雇工掘井时挖出古物，一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
被发现了。
驻郑州的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知此事，带领士兵赶去发掘。
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Bishop
）闻讯后也致函靳云鹗的长官吴佩孚，称“对于掘采一事，略有经验，甚愿尽其绵薄”，并称“甘效
驰驱，纯系公家任务和私人爱好，决无盗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报酬。
钟鼎尊彝诸物出土后，如能拓印数纸，寄回美国展览，区区之愿已足”。
“学者军阀”吴佩孚即命部下靳云鹗“似宜表示欢迎”，并“优为招待”。
不久，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也派出教育部专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
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马衡等前往调查采集⋯⋯一时间“挖宝”和看“挖宝”的都云集在新郑南街李家
楼，竟达数百人。
熙熙攘攘的挖掘工作历时四十天，墓室挖出的土，堆积如山。
获得铜鼎、圆壶、大方壶、编钟、缚钟等大型礼乐器百余件及玉器、瓦当、瓷器、骨器数百件。
但挖掘者缺乏考古知识的指导，没有作坑位、器物所在的位置及地层和墓葬的形制等记录，收获只是
一次“挖宝”。
9月底，丁文江凑了二百银元的经费，鼓励李济赴新郑调查发掘。
李济偕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赶到新郑，晚来了一步，大墓前期已被翻扰。
他们的发掘工作从10月1日开始，只进行到24日。
他们只在墓穴中采集到一些人肢骨和零星的碎铜片。
本想做一些地层学的勘察剖析，突然传来土匪扰乱的消息，他们只得仓皇离去。
李济携带着新郑挖到的和工人交来的人骨到北京，借协和医科学校的解剖实验室进行研究。
此间李济认识了毕士博，还从毕氏手上获得他所捡拾的一批人骨。
李济做了些比较研究，写成英文论文《新郑的骨》，发表在1926年国外的学术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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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致描述了这段过程，虽没有记录多少考古学上的收获，但在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上极其细致，完
全符合体质人类学要求的标准，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
毕氏得知他是中国第一位哈佛人类学博士之后，即代表弗利尔艺术馆试邀李济参加他们的团队，合作
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古。
李济对这个“机会”把握不定，转而求教“丁大哥”。
丁的回答为他解开心结：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有机会采集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轻易放弃；至于
跟外国人打交道，最好“直道而行”。
于是，李济回了毕氏一封信，信中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田野作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
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回到华盛顿，向上司弗利尔艺术馆的洛奇馆长谈到这一情况，对李济作了很高的评价。
征得洛奇的同意后，毕士博回到北京，1925年3月23日给李济写了复信，信中表示：“你的条件，我们
知道了。
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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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就这样过去了。
先是春节期间南方遭遇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5月12日我所在的省份和城市又是千年不遇的特大地震；
泪水和汗水未干马上又是8月8日的北京奥运；喜悦还未消退，紧接着又是铺天盖地的金融海啸⋯⋯世
界在这一年中已变得面目全非。
我潜藏在一座孤岛或一片密林中，仿佛疏离了那些大悲大喜。
除开电脑摇晃、书桌不支、躲避地震的短暂日子，在整整的一年里，我的灵魂几乎没日没夜都在追随
李济先生。
我相信，与浩瀚的人类长河相比，那些短暂的灾难都将转瞬即逝。
人类仍然要生生不息。
在人类前行的暗夜永远需要高擎起像李济这样的思想明灯。
这一年，我也不是独行者。
完成这部书稿，支持我推动我的，首先是李光谟先生。
他除了向我提供大量的资料（文字、图片），还用了大量的时间作口述史。
初稿完成后，光谟先生最后还一字一句审订了全文，并慨然写序，这是需要特别指出并深深致谢的。
然而光谟先生的修订只是个别字句的改动，就像一位优秀的编辑接受一份幼稚的作业，他只能在既有
基础上作一些小修动，困此书中的不足或错误，是我自己的知识缺陷和认识水平造成的，完全由我负
责。
我的妻子冯志是这部书的第二作者，她没有署名是出于惯常的低调作派和行事风格。
她与我共同完成全书的构思，材料的筛选，观点的斟酌；参与了我在李庄的大部分田野调查，和对光
谟先生的多次访谈；嗣后她担负了资料整理、文字录入、校对等工作。
对她的心血我不能心安理得地掠美，也需要表达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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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济传》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谨以《李济传》纪年李济先生逝世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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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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