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双馨、学贯中西：记考古学家童恩正 

 

李水城 

 

上世纪 80 年代考古界有“湖南出考古学家”的说法。此言不虚，悉数当年中

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就有四位出身湘籍，他们是：邹衡（澧县，夏商周考古）、张

忠培（长沙，新石器考古）、严文明（华容，新石器考古）、童恩正（宁乡，西南

考古）。在这四人当中，邹衡和严文明为北京大学教授；张忠培为吉林大学教授，

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童恩正为四川大学教授。 

我曾在《正业居学》这本书序言中说，很想写写童先生，但一直不知如何下

笔。2020 年 10 月 31 日，“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暨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 60

周年纪念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再次想起童先生，一晃，

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近 24 年了。据我所知，先生魂归道山后，他的不少同事、

朋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写了回忆文章。1我虽与先生相识，但又保持了一

定距离，只能以第三只眼的另类视角谈谈我心中和眼中的童先生，希望能与诸家

的角度有所不同。 

 

图一：童恩正先生 

 

童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且深谙文化人类学。他视野开阔、文史

兼修、涉猎广泛，除了考古、历史和人类学外，还撰写了一大批文学作品，包括

小说、科普读物、科幻作品、电影剧本等。他祖籍为湖南宁乡，1935 年生于江

                                                        
1 林向：《刻苦勤奋、勇于探索—记童恩正教授治学道路上的几个特点》，《农业考古》，1997 年 3 期；罗开

玉：《童恩正先生的学术贡献》，《南方民族考古》（第十辑），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科学出版社，2014 年，1-20 页 



 

西庐山，抗战爆发后随家人流亡至四川（重庆），1941 年返乡入私塾发蒙，后由

于日军入侵宁乡，全家流亡至湘西的安化、溆浦、沅陵、辰溪等地。抗战胜利后

返回长沙入成智小学就读，1947 年入雅礼中学。后对教会学校的呆板空气反感

转入长沙一中，高中阶段因病休学去了广州，1956 年随父亲工作调动全家迁往

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时年 21 岁，属高龄考生。2
 

1959 年，他在冯汉骥教授带领下前往忠县㽏井沟口实习，并在暑期自愿参

加巫山大溪遗址的考古发掘，巫峡的壮丽景色和瞿塘峡盔甲洞崖葬3的神秘激发

了他的创作灵感，《古峡迷雾》4这部中篇小说就是那时写的，并很快在上海发表，

引起很大反响，也由此奠定了童先生在科幻小说界的地位。 

童先生聪颖过人。中学时偏爱理科，大概在父亲5影响下学会了组装矿石收

音机。后来不知是因为高中没读完、还是兴趣转移而选择了历史系考古专门化6。

他对文学的挚爱或许与他儿时流落湘西有关。楚人信鬼好巫，沅江两岸的青山绿

水、古老苗民的彪悍风俗、巫术傩戏、《九歌》、《山鬼》中情节给他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也铸就了他喜爱自然、向往游历名山大川的性格基因，或许对考古

和文学的双重爱好在那时就播下了种子。我曾猜想，童先生在考古（历史）与文

学之间一定有过摇摆、纠结和激烈的思想斗争。1961 年大学毕业，浪漫的文学

情怀终于占了上风，在著名电影演员冯喆7的召唤下，他去了峨眉电影制片厂做

编剧。 

1962 年，在冯汉骥教授强烈坚持下，四川大学出面将童先生调回学校任冯

先生助手。转了一圈又回到历史系，不知是对考古难以割舍、亦或冯先生器重所

感召？此后他开始在学校讲授《西南考古》、《古文字学》课程，并长期转战西南

各地的考古工地，“寒窗灯影、野岭霜晨”，先后参加或主持了广汉商周遗址、岷

江上游石棺葬、甘孜地区石棺葬、西昌地区大石墓的考古发掘；带领学生去云南

晋宁石寨山遗址实习；还曾参与广西柳州白莲洞考古和六江流域8的民族综合科

学考察。同时间，他对文学也不离不弃，且伴随了他的一生。 

                                                        
2 童恩正：《我的经历》，《我与儿童文学》，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80 年。 
3 童恩正：《记瞿塘峡盔甲洞中发现的巴人文物》，《考古》，1962 年 5 期。 
4 童恩正：《古峡迷雾》（单行本），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0 年。 
5 其父童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电机工程系，回国后曾在湖南大学、四川电讯工程学院等地任教。 
6 即考古专业。 
7
 冯喆（1920—1969 年），著名电影演员，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院。1995 年，被文化部列为 126 名

“中华影星”之一。2005 年，被评为“中国电影百位优秀演员”。  
8 六江流域是指川、滇、藏三省区境内、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这六

条江河及支流分布地带。 



 

1978 年童先生晋升讲师，兼任四川省科普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1979

年晋升副教授，带队去西藏昌都主持发掘卡若遗址。随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

研究所、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1984 年晋升为教授，兼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中国铜鼓学会理事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并曾担任四川省政协常

委、中国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德国考古研究所通讯院

士等。 

《古代的巴蜀》是童先生撰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他近 20 年从事考古、

教学和科研的总结。他对巴蜀史的兴趣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缪钺教授指导他

撰写了《关于巴蜀历史的几个问题》，随后聆听蒙文通教授的专题课《巴蜀史》，

视野大为扩展。1975 年自己开设《西南考古》课程，为此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

其间，冯汉骥先生在病榻上向他口授了对西南民族史的看法，初稿完成后曾经徐

中舒先生两次审阅并提出意见。 

巴和蜀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的两个方国，其早期历史极度匮乏，没有任

何可辨识的文字记载，后人的追记不仅十分简略，亦不乏层累的堆砌。以往学者

撰写的巴蜀史多依赖文献、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很多问题只能留在揣测的层面。

童先生这本书的不同在于，他首次将考古资料及科研成果与巴蜀传说、古史、古

代民族的研究相结合，分别梳理出巴、蜀两国的历史，在“巴蜀文字”解读、“西

夷”和“南夷”的物质遗存划分、“湔氐道”的地理方位及土著民族的考订等方面发

前人所未发，对推动巴蜀史的研究有重要贡献。9
1981 年初，我在山东诸城前寨

遗址结束考古实习，李仰松老师带领我们班沿途参观到了青岛，我在一家书店买

到童先生这本著作，此也成为我了解巴蜀史的启蒙读物。 

巴蜀两地的考古出现很早。19 世纪末就有外国人利用传教在川康一带考察

并收集文物，其中也不乏重要发现，如在岷江上游发现彩陶、石棺葬，在广汉发

现月亮湾遗址等。1922 年，美国人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10在成都建立“华

西边疆研究学会”（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出版《华西边疆研

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内容涉及诸多

学科，考古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1931 年，此人与在汉州（今广汉）传教的英

                                                        
9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0
 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1888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美国顿利生大学科学博士。1909年在四川成都任

华西协合大学物理学教授，为该校初创元老之一，曾五次出任该校理学院院长。后在华西大学创立“华西边

疆研究学会”（创始人还包括美国人类学家、医学家和地理学家），1949年离华。 



 

国牧师董笃宜（V. H. Donnithorne）11一起将他们在川所获文物捐赠给华西协和大

学12博物馆。13
1933 年，时任该馆馆长的葛维汉（D. C. Graham）14前往广汉月亮

湾（即三星堆）遗址主持发掘，正式拉开了巴蜀考古的序幕。15在川东重庆，卫

聚贤等人成立 “巴蜀史地研究会”，发起人有郭沫若、沈尹默、马衡、常任侠、

姜亮夫、杜纲百、蒙文通、卢作孚等多位学者和社会贤达。卫聚贤最早提出 “巴

蜀文化”的概念，并在重庆曾做过发掘、举办文物展览。16不过，巴蜀地区真正

的考古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其中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

涪陵小田溪、广汉月亮湾、成都羊子山、彭县竹瓦街、新繁水观音等遗址，出土

的大批实物遗存弥补了巴蜀历史的缺环，也为童恩正先生撰写这本书提供了重要

资料。 

童先生的另一贡献是石棺葬和大石墓的发现与研究。1964 年，他前往岷江

上游的茂县、汶川、理县调查发掘了 28 座石棺葬，这是首次对石棺葬进行的系

统发掘。后来他与冯汉骥教授联署撰文介绍了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分布、墓葬形制、

结构及随葬遗物，进而研究指出：“石棺葬中最为普遍的和最有特征的陶器双耳

罐似与甘、青或陕西地区的同类陶罐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石棺葬的建造者所表

现的文化……带有极清晰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色彩。他们可能原系青海、甘肃

东南部的一种部族，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因种种原因而南下留居于此。”
17此

后，童先生还在四川巴塘、雅江等地发掘了属于同一大类的石板墓。18
 

石棺葬是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在中国主要沿长城地带自东北向西南一线分

                                                        
11
 董笃宜（V.H. Donnithorne）牧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曾在四川汉州福音堂传教，对广汉三星堆遗址

的发现和保护有所贡献。 
12

 1910 年，华西协合大学由美国、英国、加拿大 5 个教会组织创办，设文理两科，文科设哲学、教育、英

文、西洋史学、综合文科五系；理科设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四系，校址位于成都市府南河畔华西坝。

1951 年政府接管后更名华西大学；1953 年院系调整，更名四川医学院；1985 年更名华西医科大学；2000

年与四川大学合并成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13

 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二则》，《四川文物》，2006 年 5 期。 
14
 葛维汉 (David Crockett Graham,1882-1962)，美国阿肯色州人，在惠特曼学院和戈尔伯特罗特斯特神学院

获学士学位。1911 年来华，在四川传教。1920 年获芝加哥大学获宗教心理学硕士，1927 年以《四川省的

宗教》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前往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1932 年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人类学教授，

教授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葛维汉曾任美国文化人类学会会员、民俗学会会员、远东研究所成员、皇家地

理学会会员和美国纽约动物学会终生会员。他在任华西博物馆馆长期间，曾多次前往川西北开展考古和人

类学考察，发表了大批报告。在川期间还主持过汉墓、邛窑、琉璃厂窑的发掘，购入大量民俗文物和民间

工艺品，大大充实了华西博物馆的收藏。1962 年在美国去世。 
15

 李水城：《世纪回眸：四川史前考古的发展历程》，《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

年，40-42 页。 
16 董大中 著：《卫聚贤传》，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7 年。 
17 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 年第 2 期。 
18 童恩正、曾文琼：《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 年第 3 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B1%E5%9B%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4%BC%9A


 

布，其中最发达的区域在岷江上游和西南山地。上世纪初有外国传教士在川西北

收集到石棺葬的出土遗物。1929 年，葛维汉获得一大批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的

陶器，认为其特征与甘肃所出相似，年代应在商周之际。上世纪 30~40 年代，冯

汉骥、凌纯声等人也曾前往岷江上游调查，对石棺葬的分布、结构和出土物有过

介绍。19
1944 年，郑德坤将华西大学博物馆所藏石棺葬陶器做了形态学研究，提

出了“板岩葬文化”、“理番文化”的命名，认为这是“以汉族文化为本、带有草原

文化之色彩”的混合文化。创造这个文化的是“戈人”。20后又将其归入“斯基泰-

西伯利亚文化”的范畴。21
 

童先生在上述学者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指出，石棺葬为古代氐人遗留，

他们从西北南下到岷江上游，逐渐将这一习俗在西南地区扩散开来。22日后的考

古发现证实，甘肃南部寺洼文化族群的南下与石棺葬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23尽

管学界至今对石棺葬的来源和族属还有不同看法，24但童先生开创的这一研究领

域在川大得以薪火传递，罗二虎教授撰写的著作可作为其中的代表。25
 

上世纪 70 年代，童先生在西昌安宁河流域凉山州的喜德县26和西昌市27首次

发掘一批大石墓，并按照墓葬外形将其分为三类，论述了各自的早晚关系。经考

证后他认为，大石墓的建造和使用者与文献记载的“邛都”暗合，这些人是战国至

西汉时居住在西昌至大凉山的农耕民族，或许是受成都平原蜀人崇拜巨石的影响，

采用了这种独特葬俗，这一发现和研究对解决西南山地民族史的某些问题有重要

价值。28进入新世纪前后，四川的考古工作者在西昌一带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和研

究成果，后者集中表现在大石墓随葬陶器的分期研究上。29
 

1979 年，童先生带领川大师生前往西藏昌都主持发掘了卡若遗址，出土大

批遗物，清理出 28 座史前房屋建筑基址。这批房屋分早晚两个阶段，早期房屋

                                                        
19 Graham, D.C., 1944, An Archaeological Find in the Chiang reg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vol. XV. 
20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成都，1946 年，53-68 页。. 
21

 Cheng Te-k’un(郑德坤)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une，1946, P64. 
22 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78 年 1 期。 
23
 李水城：《石棺葬的起源与扩散：以中国为例》，《四川文物》,2011 年 12 期 64-69 页。 

2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 编著：《茂县营盘山石棺葬

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 年。 
25
 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 年，北京。 

26 童恩正、张西宁：《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 年 2 期。 
27 四川省金沙江渡口西昌段、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调查队（童恩正执笔）：《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

《考古》，1976 年 5 期； 
28 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 年 2 期。 
29 江章华：《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四川文物》，2007 年 5 期；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安宁河流域

大石墓》，科学出版社，2012 年。 



 

有圜底式、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三种，后者建有草拌泥的木骨墙。房屋面积最大

近 70 平方米，最小仅 5 平方米。晚期房屋结构单一，以垒砌石墙的半地穴式双

层为代表，面积在 30 平方米左右，此类建筑很可能是后来藏式平顶碉楼的前身。

卡若遗址内涵丰富，特征突出，既有浓郁的土著色彩，也显示出与周边、特别是

黄河上游西北地区的文化联系。该址出土动植物遗存表明，当时已有粟黍旱地作

物种植，并兼营狩猎--采集，代表了西藏昌都地区史前时期的河谷农业文化，随

即命名为卡若文化，年代为距今 5000~4000 年。30
 

卡若遗址的发掘揭示出西藏文明的曙光，对西藏史前考古的开创意义重大，

以至于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与青藏公路的修建具有同等意义的重要事件。童先生也

由此对西藏考古产生兴趣，后来撰写了数篇西藏考古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旧石

器、新石器、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时代，其中不少灼见至今仍有指导意义。31也

正因为有童先生的引领，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以霍巍、李永宪、吕红亮等为代

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先后走进雪域高原，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克服重重困难，有

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如今，四川大学中国藏学

研究所已发展为国际知名的学术机构。 

作为西南考古的领军人物，童先生有着某种超乎寻常的学术敏感性。比如，

他最早注意到四川的古代文化有联系南北、交接东西的重要枢纽功能，并与东南

亚和南亚存在联系。他发现东南亚的古文化受中国西南地区的影响很深，但文化

传播的起点却并非与之毗邻的云南和广西，而在四川。像粟米、船棺葬、石棺葬、

崖葬、大石遗迹等文化特质及部分青铜器（包含铜器花纹）、手工制品都是从四

川境内传去的。32
2005 年，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两次派员赴越南考察, 发现越南

北部从青铜到铁器时代的遗物中有许多因素与巴蜀文化相似，其中最突出的就是

船棺葬及随葬品。在时代相同或稍晚的遗存中,像玉璧、玉瑗、玉璋、玉戈、陶

器、青铜兵器等的相似度更高, 显示从商周以来两地就存在密切的文化往来。33
 

童先生在西南考古研究领域涉及面很广，包括“人类的起源”、“旧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农业与稻作起源”、“古代民族”、“青铜兵器（剑、戈）、乐器（铜

                                                        
30 童恩正：《西藏考古新发现》，《新观察》，1980 年 1 期；童恩正：《西藏历史的黎明—西藏昌都卡若新石

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英文），《考古学》，1982 年 35 卷；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童

恩正主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 年。 
31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 年 9 期；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1989 年 9

期。 
32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 年 9 期； 
33 雷雨：《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与越南古代文化交流》，《四川文物》，2006 年 6 期。 



 

鼓）”及“云南的冶铁”等。其中不少认识，代表了他所在时代的高水平。 

童先生坚信，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很早就有联系。在制定全国“七五”社会科

学规划期间，他率先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课题。他认为，在西汉甚至

更早，中国西南与南亚就存在一条商贸通道，中国所产的丝帛、竹杖、肉桂等通

过东南亚交易到南亚。印度最早了解中国正是通过东部的克拉塔斯人（Kiratas）。

公元前 4 世纪，在印度文献中出现了 Cina（中国）一词，在阿萨姆邦出现丝绸

生产，应是藏缅语系居民传去的。追溯起来，印度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

石器制作技术与云南很相似。阿萨姆邦的北加贾尔山遗址出土的素面红陶、绳纹

陶应是中国西南地区文化影响的产物。中央邦纳夫达托里和南部的邦格那格莱的

彩陶带流钵造型与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所出同类器形态相似。印度学者也认为，

阿萨姆地区与东亚的文化联系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到了公元前 1 千纪中期，

两地交互的文化内容还有：蚀花肉红石髓珠、牛崇拜、蛇崇拜、生殖崇拜、钹舞、

翼兽、狮形饰、猎头习俗、16 位进制、印度沙金、中国白铜等。包括后来四川

地区的早期佛教、道教与印度迦摩缕波国金刚乘的起源和发展等均与这条通道有

关，不少文化特质可在滇文化中找到源头。不过，中印两大古国的文化交往大多

要通过缅甸间接进行，直至上世纪，中缅印之间活跃的马帮贸易仍延续着古老传

统。34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出土文物的挖掘研究，提出在成都平原到缅印之间存

在一条“竹之道”，此通道的出现时间可追溯至三星堆文化，其背后暗藏的东西之

间思想与观念层面的流动性的意义，恐怕要远大于“丝绸之路”物质层面的流动性。

35
 

为了推动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研究，1987 年，童先生创办了《南方民族考

古》丛刊。他在发刊词中对这一纯学术刊物拟定了宗旨：“以中国南方为中心，

兼顾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以民族学、考古学为主题，重视相邻学科的配合和边缘

学科的开拓；注重资料的详实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也欢迎新理论、新方法的探

索。”36该刊面世后，很快便以独具一格的视野和新颖敏锐的风格开一时之风气，

成为当时继《考古》、《考古学报》、《文物》三大杂志之外为数不多在海内外享有

                                                        
34

 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 年 4 期，79-87 页。 
35 谈晟广：《张骞在大夏见筇竹杖之谜》，《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 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年，313-330 页。 
36 童恩正：《发刊词：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主要孕育之地》，《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博

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 编，1987 年。 



 

盛誉的学术刊物之一。37该刊于 1993 年出版至第 5 辑停刊。2010 年复刊，至今

已刊至第 20 辑，成为推动西南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 

1987 年，《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发表。这

是童先生长期从事西南考古的集大成之作。2019 年，此文被收入高等教育出版

社的《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一书，可见其影响至今盛行不衰。按童先生自己的

说法，他是将考古学文化放在一定的生态环境、社会背景下进行多学科的考察研

究，提出一些问题，以增进对古代社会现象的全面了解。 

这篇文章指出，在我国的东北到西南、即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

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沿青藏高原东麓直达云南北部存在一条绵延达万里的

半月形地带，从新石器后期到青铜时代，活跃在这个地区的众多民族留下若干共

同的物质文化，包括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构建筑、穿孔石器、半

月形石刀、条形石斧石锛、石范铸造、动物纹、曲刃剑、长骹曲刃矛、双柄茎首

剑、双大耳罐、铜柄铁剑、曲茎剑、纽辫柄刀剑、盘龙盖罍、双联罐等。这些文

化因素的相似如此明显，以至于难以全部用偶合解释。如能从头绪纷繁的文化现

象加以分析，深入探讨这些共性产生的原因，将有助于深入对社会文化与生态环

境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增强对古代边地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 

童先生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分析入手，从半月形地带生态环境的相似及不同

经济类型的部族集团之间的交往与迁徙论证了文化传播的原因和情景。其中，自

然方面涉及地理位置、海拔、太阳辐射、气温、降雨、土壤、动植物、矿物资源

等的相似性。社会因素包括了经济形态的差异（农业-牧业）、民族关系对峙（华

-夷）等，其中既有族群的迁徙流布、民族的融合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传播等。

该文论据充分，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38全面体现了童恩正将考古学、人类

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等方法结合的治学特点，以出土文物为基

础，既有宏观的视野，也有微观的考证，多角度认识和复原古代民族和社会。恰

如张光直先生对他治学的评价：“着重宏观研究，加强横的联系，注意相邻学科

的交叉研究”。 39
  

冯汉骥教授是童先生的恩师，他 1931 年赴美留学，先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37 霍巍、王毅：《用学术理想支撑起一片纯净的蓝天》（复刊词），《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四川大学博

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科学出版社，2010 年。 
38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

第 23 页，文物出版社，1986 年。 
39 （美）张光直：《序》，《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童恩正 著，文物出版社，1990 年。 



 

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1936 年获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应李

济先生之邀参加中央博物馆的工作。因中日战争爆发，改为接受四川大学之聘，

曾在彭山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掘汉代崖墓，在成都主持挖掘前蜀永陵（王建

墓）。作为冯先生的助手，童先生对文化人类学早有接触，并因此关注西南地区

的古代民族研究，这体现在他的多篇文论之中。1980 年他赴美访学的目标之一

就是构建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学科体系，并尝试将人类学研究方法引入考古学。

1990 年，他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在上海出版，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介绍这一

学科的专著。有学者指出，此书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中国

的历史、文化、民族、考古及现实社会紧密结合，大量加入中国的考古资料和历

史文献；二是抛开摩尔根理论体系的局限，汲取西方人类学派的理论精华，构筑

中国的文化人类学框架。该书在分析“酋邦”的特征后指出，秦汉时中国南方的夜

郎、滇、南越、嶲、昆明等民族“国家”的社会性质即酋邦。《史记》、《汉书》所

记的“邑君”“邑长”“王”“侯”就是大大小小的酋长。唐代的南诏即是由酋邦发展起

来的国家。40
 

1990 年，我在北大考古系开设 “文化人类学”课程，就是用童先生的这本书

作为参考教材。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开出这门新课。 

 

图二：童恩正与冯汉骥先生 

                                                        
40 罗开玉：《童恩正先生的学术贡献》，《南方民族考古》（第十辑），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科学出版社，2014 年，1-20 页 



 

 

童先生的另一角色是文学家。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他就开始发表小说。他

撰写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荣获 1978 年度“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也是国内

科幻小说所获的最高文学奖。这部作品后来还被改编并拍摄为国内首部科幻影片，

童先生也因此被誉为“科幻小说大师”。他的文学作品题材广泛，除去科幻小说，

还有考古普及读物、考古历史小说和幽默作品等。我不好说有多少年轻人受他的

作品影响喜爱上考古学，估计凡是看过《古峡迷雾》的青少年，必定会对考古产

生兴趣和遐想。从这一角度看，童先生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公众考古学家。 

有学者专门对童先生在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进行分析，指出“他的作品流露

出的是对考古学的深层思考—即考古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不能做的事

中考古学家迫切地想知道什么。他用讲故事的方法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考古学

的问题融入虚构的故事中，以想象的方式实现了考古学家在真实的考古工作中不

可能实现的愿望和幻想。”
 41

  

不过，童先生热衷文学的行为也曾不被业内同行所理解，甚至被说成是不务

正业。1979 年春，严文明先生在川大讲学期间，恰逢评定职称，童先生的升职

问题引发较大争议，为此系领导和校人事干部专门前去征求严先生意见。严先生

对他们说，童恩正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仅就考古而言，他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

平也是一流的。如此，童先生才涉险过关。今天回过头看，童先生“两栖”爱好的

个性不仅激发了他的学术创作灵感，也大大丰富了他的研究领域。 

 

我之所以敢写此文是因为我和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都与童恩正先生有些剪

不断的关系。话说早在 1950 年，童先生从雅礼中学转入长沙一中，就与严文明

先生成为同窗和室友，二人睡的是一张床的上（童）下（严）铺。高中二年级时，

童先生突然离校，从此失联。直到 1976 年，严先生在陕西周原遗址开门办学，

童先生作为四川大学的教师前去参观，见到严先生他便问：“你还认识我吗？”

两位老同学遂相认，并紧紧拥抱。20 多年过去了，这两位喜爱理科的高中生竟

然都成了考古学家，这一传奇经历真可谓学科史上罕见的轶事。为此我也曾困惑

不解的问过严先生，你们俩那么熟，而且在国内专业考古杂志都有文章发表，考

                                                        
41
 施劲松：《考古学家的小说情怀—童恩正“考古小说”释读》，《透过考古学的镜头》，施劲松、王齐 著，

文物出版社，2018 年，362 页。 



 

古圈子又这么小，怎么会一无所知？严先生说，谁能想得到啊！我俩当时都偏爱

理科，且中国同名同姓的人又那么多，我还一直以为这个童恩正可能是位老先生

呢！估计童先生也可能有类似想法。 

严先生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上世纪 70 年代初，西藏革委会派人来北大，

说昌都发现一处古遗址，希望北大能派员前去发掘。当时 8341 部队在北大的军

宣队代表通知刚从江西鲤鱼洲干校返回的严文明参加座谈（因遗址属于石器时

代）。当时严先生患有严重胃病，身体极虚弱。42军代表便问西藏来人，北大老

师如果在当地患了急症，运到拉萨要多久？对方说昌都没机场，汽车去拉萨要走

一周。再问，运到成都呢？说汽车要走一个月。军代表认为这种交通条件严先生

去的话会很危险，便没答应派人去。43有趣的是，卡若遗址的发掘最后竟然落到

严先生的老同学头上。1979 年，童先生带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前往昌都

对卡若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并有一系列重要发现。44
 

阴差阳错的事还有一例。1982 年童先生在哈佛大学访问，其间恰逢美国国

家科学院准备资助中国一项考古方面的项目，在张光直先生撮合下，该计划得到

中国教育部批准，按照这个计划，美方将协助四川大学建立若干考古实验室，并

由双方组队沿四川盆地边缘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探索民族植物学和农业的

起源。双方的合作负责人分别为四川大学的童恩正教授和皮博迪（Robert S. 

Peabody）考古博物馆主任马尼士（Richard Stockton MacNeish）博士。后来该项

目因夏鼐先生反对而中止。1992 年，马尼士来中国南昌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在

赣东北考察，到北京后提出希望与中国合作在江西开展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鉴

于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和前沿性，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决定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与

美国安德沃(Andover)考古研究基金会（AFAR）45合作进行，严文明教授任总负

责人。该计划的合作意向书由我起草，我还参与了该项目在江西乐平洪岩洞遗址

的发掘。该合作项目对推动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的起源有着积极意义，在国际上也

                                                        
4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253 页。 
43
 1978 年，西藏文管会对卡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面积仅 200 余平米。后《昌都卡若》考古报告将该址

发现时间定在 1977 年，有误。因北大清华两校教员 1971 年从干校撤回，该址发现应在此前。为此我曾委

托西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哈比卜、陈祖军查找相关档案，但未查到。据四川大学李永宪教授提供的信息，

在卡若遗址上修建的水泥厂在 1971 年竣工，推测在建厂期间发现了遗址，西藏方面遂派人前往北大求助，

因北大未派人去，遂不了了之。直到 1977 年该址再次引发关注。 
44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童恩正主编）：《昌都卡若》，“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

学专刊丁种第二十九号”，文物出版社，1985 年。 
45 1984 年，马尼士组建考古研究基金会（AFAR），地点位于马萨诸塞州小镇安德沃（Andover）。2000 年，

巴里·罗列特（Barry Rolett）教授（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接任负责人。马尼士去世后，该研究会迁至美国

夏威夷。 



 

产生了较大影响，并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发掘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46
 

我在北大读书期间便久仰童先生大名，但一直无缘相识。据童先生本人回忆，

他的祖籍应是移民到南方的北方人。小时候他曾见伯父在祭祖牌位上写的是“雁

门堂上历代祖先之位”。如果这个雁门是指山西雁门关，或许他和我一样都有山

西人的血统。 

1984 年，国家文物局首届考古汇报会在成都举行，夏鼐、苏秉琦等大佬云

集蓉城，经童明康引荐我与童先生相识。后来我和他提起分到川大的事，他听后

极为震惊，说他们一直想要北大学生，怎么要到了又给退了。我重返北大后，每

年寒暑假回四川都会找机会去他家里拜访，听他摆龙门阵、坐而论道是种享受，

也能切身体会到他的绝顶聪明。他对我影响很大，我也在某些方面以他为师。1989

年春，我请他来北大考古系与青年教师、研究生座谈，严先生作为老同学也来作

陪。我的开场白是：“童先生是考古界的一只怪鸟”，引发全场大笑，他也笑了。

座谈时他讲话风趣幽默，言辞锋利睿智。以其亲身经历例举了考古界的一些怪现

象，包括 1979 年他兴冲冲地去西安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大会，因不在名单

之内不准参会。还有 1982 年他与张光直先生谈好的合作项目竟被强行中止……

糟糕的是，后来让学生整理的座谈会录音带竟然丢失，这让我一直感到内疚。 

 

图三：1989 年在北大座谈会后童恩正与北大青年教师合影留念 

（左起：蒋祖棣、李水城、童明康、徐天进、童恩正、李为民、水涛、张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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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水城：《美洲农业起源探索的先驱：记考古学家马尼士》，《南方文物》2016 年 1 期。 



 

 

后来童先生远赴美国，每次回到北京总会邀请文物局、北大、社科院几位老

先生一起吃顿饭，作为晚辈的我每次忝列其间。1996 年夏，在北京沙滩一家餐

厅再度聚首，在座的有邹衡、俞伟超、黄景略、张忠培、严文明、杨泓、乌恩、

童明康、孟宪民和我。席间，童先生依旧和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记得席间

张忠培先生曾对我耳语：“童很想回来……”熟料天不假年，1997 年春，先生竟

突然走了。呜呼，哀哉！ 

张光直先生曾有这样的评价：“童恩正先生是近年来第一个派遣到国外的中

国考古学家……他在哈佛大学半年间，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图书馆所藏极为丰富

的有关东南亚的民族考古学的文献资料搜罗殆尽，又在哈佛大学考古实验室埋头

工作，所以我对童先生努力之勤，学识之广，是早有认识的。”
47童先生去世后，

张先生痛心地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没有一个人不为这个 62 岁身体、32 岁精神

的中国学者的早逝而叹息，他拼命地工作，似乎是想要用“拼命”来弥补失去的时

间，也许因此，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的旅程，但《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被留

下作为证人，证明这一代人中有像童先生这样的学者。”
48

      

严文明先生在写给童先生夫人杨亮升的悼文中说：“恩正和我是高中的同班

同学，那时我们都喜欢理科。人事沧桑，没有想到分离二十几年后，再见面时都

成了考古学者。恩正的聪明智慧是人人称道的，但是他的勤奋刻苦的精神却很少

人体会得到。他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使他对社会和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

也使他成长为一位坚毅刚强的人。他是生活的强者，他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知识的渊博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是少有的。他在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美术

史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已经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 

童先生是“敢为天下先”的。上世纪 60 年代，他在川大是仅有的一位玩摩托

车的教师；改革开放后，又是国内最早拥有私家车的大学教授，至今我对他开的

那辆棕黄色意大利甲克虫（菲亚特）小车还有印象。此外，他也是国内最早使用

电脑的学者之一，并尝试用计算机进行甲骨缀合的实验研究，且相当成功。49他

兴趣广泛，关注新生事物，是一位热爱生活、也懂得生活的人，注重仪表，总是

给人留下风流倜傥的印象。可惜这位优秀的学者走的太早，他的去世也让中国考

                                                        
47 （美）张光直：《序》，《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童恩正 著，文物出版社，1990 年。 
48 （美）张光直：《序言》，《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重庆出版社，1998 年。 
49 童恩正、张陞楷、陈景春：《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考古》，1977 年 3 期。 



 

古界失去了一位西南考古领域的著名专家。 

写到这儿，恰逢我参加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专家咨询会”返回北

京，不由得想到童先生创作的《在时间的铅幕后面》50这部幻想小说。书中他塑

造了一位名叫欧阳去非的考古学家，在四川兴汉县七星岗遗址发掘出埋藏有大量

珍贵文物的器物坑，这一重大发现迅速轰动世界。继而，作者将故事转到 2 年前

的美国纽约，欧阳在大都会博物馆做学术报告，内容涉及七星岗遗址的古老传说，

即在商代，蜀王为求雨而将大批蜀国宝藏埋入七座坑内，七星岗也由此得名。但

三千多年来，埋藏宝藏的地点一直不为人所知。当报告结束，一位美国女士将一

块刻有神秘图案的残铜片赠给欧阳，说这是其父 20 世纪 30 年代在四川传教时所

获。随后围绕这块残铜片引发了一系列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的故事。其间穿插有

美国古董商和黑恶势力对这块残铜片的争夺、阴谋与爱情等。小说中多次出现一

首流行歌曲《柠檬树》的歌词，可见童先生当年在美国很喜欢这首歌。 

“当我年方十岁时，父亲对我说， 

来学点知识吧，向可爱的柠檬树。 

孩子，不要相信什么爱情， 

因为你会发现，爱就像一棵柠檬树。 

柠檬树是如此的美丽，柠檬花是如此的芳香， 

但是可怜的柠檬果啊，却不能给人品尝。” 

有趣的是，1981 年我在山东长岛大黑山岛发掘“北庄”这处著名的史前聚落

遗址时，每天哼的也是这首歌。 

故事最后，正义终于战胜邪恶，欧阳去非将古老的铜片完璧归赵带回国内，

通过对航片的判读、对楚帛书、《尚书-尧典》、《山海经》等古籍的钻研，他破解

出铜片上的神秘图案即宝藏坑的地点。随后前往汉兴七星岗找到了坑的位置，发

掘出土大批造型怪异的青铜人面像、青铜神树、金杖、象牙等珍贵文物。不难看

出，小说塑造的汉兴七星岗即广汉三星堆，宝藏坑即 1986 年发掘的祭祀坑。 

神奇的是，2019~2020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 1986 年发掘的祭祀坑

周围勘探新发现 6 座坑，加上先前的 2 座共有 8 座。这其中有 2 座坑的位置重叠，

其分布形状恰似北斗七星的星像。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天意？最不可思议的还是

童先生的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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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恩正：《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科学文艺》1989 年 3 期。 



 

 

图四：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位置分布 

 

今年恰逢中国考古学百年华诞，借此机会纪念童恩正这位长期奋战在西南地

区的著名考古学家应有特殊的意义。也愿乘着三星堆多座祭祀坑的考古新发现和

“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考古工作计划（2021~2025）制定的东风，将我国

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争取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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