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考古中国110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考古中国110年>>

13位ISBN编号：9787802519114

10位ISBN编号：780251911X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金城

作者：王友富|主编:滕新才

页数：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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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考古中国110年>>

前言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但历史在人类面前，永远保存着一个个解不透的谜。
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不是史前文字？
造型怪异、姿态奇特的三星堆青铜人像蕴含着什么真谛？
重男轻女的商代为什么会由一名女子领军出征？
狮子山汉墓究竟是哪一代楚王的陵寝？
⋯⋯近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多年来，揭开了历史上许多不解之谜，增强了人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能
力；但随着考古发现的与日俱增，新的谜团又层出不穷。
战乱中下落不明的北京人头骨化石，史书中不见经传的秦陵兵马俑；现代科学无法作出确切懈释的马
王堆汉墓千年女尸不腐之谜；典籍中虽有蛛丝马迹却众说纷纭的唐代金银器窖藏的真正主人及其瘗埋
动机；由于人为的破坏永远都无法得知答案的沙漠古国楼兰突然消失的原因；等等⋯⋯考古学是一门
永远遗憾的科学：进行考古发掘，必然要将地下的遗迹和遗物揭露出来；在揭露过程中，遗迹和遗物
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发掘工作都是对遗迹和遗物的破坏。
故宫博物院张忠培院长说：“一项考古发现，重要也好，普通也好，在考古学家眼里都是一种破坏，
都是一种遗憾。
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毁坏所研究的对象才能提取到研究信息。
考古发掘不是在翻阅地下的天书，而是翻一页就撕掉一页，甚至像碎纸机一样粉碎一页。
如果我们没有读懂的话，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复读和查证。
”考古资源是有限的，同其他各种资源一样，不可再生，终有一天会消耗殆尽。
用最稳妥的手段、最先进的技术对考古资源进行保护，将损坏降到最低限度，不仅是考古工作者的神
圣职责，也是全人类不可推卸的义务。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将各种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和其他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有一
整套严密的工作程序和特殊方法，力求从最细微之处，最真实地还原古人的生活、重现当时的场景。
夯土中的一个杵痕、坑壁边的一道锹迹、房屋里的一只柱础、道路上的一丝车辙，都是考古学家的重
要资料，其价值绝不亚于出土的珍贵文物。
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但又带有些许浪漫。
考古工作不仅需要渊海的知识，更需要丰富的想象，犹如一名优秀导演，能够从残垣断壁中看到唐朝
的恢弘殿堂、从破布乱麻中瞅见汉代的精美图画、从危石碎砖中仰望战国的雄伟古城、从残篇断简中
嗅出魏晋的潇洒风度⋯⋯“我想象不出比田野考古更大的在精神上的享受了。
”著名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一句话，揭示了考古工作者诗人般的浪漫气质。
然而考古学绝非如此这般的潇洒，它带给人类的永远是冷峻、理性的思索，求真、实证的学风。
尝忆1934年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王静安先生遗书》所作序言中总结当时的一代新风，“一日取地
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
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种研究方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
有鉴于此，我们编辑了这本《⋯考古⋯⋯》，虽不敢奢望“转移一时之风气”，但藉此倡导踏实精进
、不事玄虚的学风，则实在是我们赤裸的心愿。
本书介绍了自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遗址以降的110多年问，我国考古史上具有重大意
义、填补学术空白甚至改写中国历史的42处考古大发现，这些遗址大多已成为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
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因此作者在用简洁笔墨对遗迹概况及发现过程进行介绍后，撷取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某个方面或独具特色的某件器物作深入细腻的探究，力求折射中国文化的内在蕴涵、体现中华民族
的独特性格、展示中国古人的生活态度、凸显中国精神的核心价值。
薪尽火传，克绍箕裘，风流雅韵，更在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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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自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遗址以降的110多年间，我国考古史上具有重大意
义、填补学术空白甚至改写中国历史的考古大发现，这些遗址大多已成为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为广
大读者所熟知，因此作者在用简洁笔墨对遗迹概况及发现过程进行介绍后，撷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某
个方面或独具特色的某件器物作深入细腻的探究，力求折射中国文化的内在蕴涵、体现中华民族的独
特性格、展示中国古人的生活态度、凸显中国精神的核心价值。
薪尽火传，克绍箕裘，风流雅韵，更在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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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北京人遗址“北京人”遗址坐落于北京市西南约48公里的房山区周口店村龙骨山北部
，是现今世界上发掘出遗迹遗物最多、论证最为系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具有极为重要的
价值。
龙骨山上的发现早在北宋时期的文献上，就有北京周口店附近出产“龙骨”的记载。
古人所谓的“龙骨”其实只是原始生物的骨骼化石而已。
据说将“龙骨”研磨成粉敷于伤口，便可以止痛并使其快速愈合。
因此这座盛产龙骨的山就被称为“龙骨山”。
龙骨山处于山地和平原的过渡地带，西北为绵延起伏的西山，东南则是开阔的华北大平原，山脚下还
有潺潺溪水流过，环境优美、气候宜人。
由于周口店附近多为石灰岩地带，在水力作用下，山体上形成了很多洞穴，是原始人居住的理想场所
，“北京人”遗址就被发现于其中的一个洞穴里。
这个俗称为“猿人洞”的天然洞穴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2．5米到42米不等，第一枚“北京人”牙齿
化石就发现于此，因此考古学家将这里称为“周口店第一地点”。
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始于1918年，最早的遗址是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的，在他的带领下
进行了遗址的试掘工作。
周口店遗址的正式发掘工作是在1927年南加拿大学者步达生领导进行的。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步达生于遗址外发现了三枚人类牙齿化石，并正式将这种新发现的古人类命名为
“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
第一具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出土于1929年12月2日，此次发掘活动由中国古生物学家、史前考
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主持，除头盖骨化石外，还出土了部分有人工痕迹的石器工具，并发现有用
火遗迹。
12月6日，裴文中用自己的被褥把头盖骨仔仔细细地包裹好，然后亲自将这批珍贵化石护送进北京。
1936年11月，在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的地方附近又有重大发现。
当时只有28岁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普通练习员贾兰坡(1908-2001)在11天内陆续发现了三具完整的“北京
人”头盖骨，震惊了国际学术界。
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周口店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一具完整头盖骨和一具比较完整的头盖骨，以及大量动
物化石残片、打制石器和灰烬等。
在战争中离奇失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华北局势骤然紧张，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
，已发掘出的化石被迅速转移到了美国创办的北平协和医院内。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41年，日美关系也开始日趋紧张，协和医院随时有被日军接管的危险，于是有关人员开始计划将化
石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点。
重庆中央国民政府提出了三种处理方案：一是把“北京人”运往当时抗战大后方重庆妥善保存，但当
时华北地区已被日寇占领，化石能够安全运抵重庆的可能性很小；第二个办法是在北平城内秘密掩埋
，但这种方式无法保证化石绝对安全；第三个方案是将其运往美国暂时保存。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第三种方案最为可行。
于是，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立即给远在北平的裴文中写信，述说局势的险恶
以及中央政府对“北京人”头盖骨命运的担忧，并在信中建议，将化石悉数交与美国友人，运至美国
自然历史博物馆代为保存。
紧接着，国民政府委派时任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开始积极与协和医院院长胡顿协调运送“北京
人”化石事宜。
翁文灏还专门致信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表示了中方希望将头盖骨交由美国代为保存的意愿。
但由于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的，根据当时中美双方达成的协
议，所有发掘出土的遗物都保存在中国本土，因此美国方面拒绝了中方的请求。
在中方有关人员的努力下，1941年11月，美方终于同意将这批化石暂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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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方案由美国驻华领事馆确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护送。
美国领事馆的计划是先将化石用专列由北平运至秦皇岛，然后再由美国的“哈德逊总统”号邮轮运至
美国。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晚了一两天，之前为保护化石所做的全部努力都化为了泡影。
“哈德逊总统”号原定于12月8日启程回国，但就在启程前一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临晨，日本偷
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为了配合日本海军的行动，驻扎在我国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扣押了美国在秦皇岛霍尔姆斯兵营内
的全部人员及物资，而“北京人”化石此时正在这里等待装船。
据当时负责运送化石的美国医生威廉·弗利回忆：“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
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
”这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最后一点记录，从此这批化石便神秘消失，至今仍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发现了“北京人”下
颌骨、牙齿化石和大量石器、骨器以及用火遗迹，但一直没有找到头盖骨的新化石。
对这些化石和工具、遗迹的研究结果表明，“北京人”生活在距今大约70到20万年之间，其头部特征
较为原始，平均脑容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均为1400毫升)，属蒙古人种，男性平均身高约为156厘米，
女性平均身高约为150厘米。
“北京人”居住在天然洞穴中，通过狩猎和采集获取食物，已经懂得使用和保护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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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李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新的考古学不是玩古董，新的考古发掘不是刨
墓掘宝。
　　——夏鼐(考古学家、中科院院士)我想象不出比田野考古更大的在精神上的享受了。
　　——张光直(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
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
　　——苏秉琦(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历史在创造它的人类面前，永远存在着一个解不
透的谜。
　　——张忠培(考古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考古学的价值应视为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统一
。
正因为具有这两方面的价值，考古学才既有专业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
这个学科的发展。
　　——俞伟超(考古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前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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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中国110年:改写中国历史的42处重大考古发现:(全彩版)》是一本既能轻松阅读，又能接受文化
熏陶的考古学普及读物。
书中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了中国近百年来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层意义，凸显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向考古，通向历史，通向中国文化的幽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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