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働肺考古研撕）

贺云ｎ先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懍±生导

＿
＠ 

＿京大学愛化与 自 然遗产研
＇

究腕断长 ． 南京大学

南京历 史文祀研究 中心主任 ， 享Ｍ国 务院
“

政＃特殊

壽驗、 第十三届全国逾＆委员 、 全国政协 ：文ｆｔ ：文，史

与学 习 ＿员 会委员
ＨＷＳ７年袭于江愈宝应

，
１穷 ？ 年

考 南京大学 历史系考古专业 。 通８２ 年进 Ａ濟京博

物廣 ，从事 田零棄古与研究 工作 ， 期 间参与 《东南文

化 》创刊 ， 并长期担住＾１卩主任 。 １
９９

．６ 调入南京市

文＿局 １ ９３Ｔ年主持 市文藤擊究所 ，担任业

筹负责人 ｓ２Ｗ２ 年至今％执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瞭

并于 ２Ｗ３ 年＠建南京大学文化与 自 錄遗产研究所 。

学术兼职 包括 ： 中 国考古学会三 国至Ｐｆ蔚考古 、古代

域市考古 、公共考古 、文？遗产 ｆ呆护等 四 专业■员

会副主任 ， 住猶部 ５｜史文 化 ｆ呆护与 传承专委会委员 ，

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 ，
江苏省钱币学会副会长 ，

江苏省交物保护专家委员 会委员 ， 江＃省非遺专家

委员会義员 ，
江苏省； ：

鉴定专家姐慮员
＿

．遽含：

国 教

科文组织世界養产中ｉｆｃｆ世 ＩＳ１ ：产 中曼版｜专家委

员 会委员 ， 《大众考古 》主 ：Ｓｖ《东南 ：

龙１＆｜編委会副主

任
， 等等 。 曾 主持

“

六朝帝王陵考古
”
“

钟 山六繼坛类

＿饑＿存着古 山南朝石窟考古
”

“＝

藥南平王萧

伟墓＿考古
” “

南京Ａ朝石头＿懷址考古
” “

南通如东

国靡券邋址考 古
”

嘴ｉｆ皖六朝曹瓷窑址调查
”

？

攀， 其

中钟 山六麟ｆｃ类 遗存入评
‘＇

》？〇 年 中国 十大考

古发现
”

。 主持国家經
＾

．鲁意级考 古学研究 、
文 化遗产

ｆ呆护 、 世羅徽产 申报ｖ４ｌ市文＃发展规划馨 ２００

參硕 。 发表薄古学 、女 丨織产学 、区域免化史鲁领＿

酌查文和论著数百万字 ，
代表響會｜

历史与 ｔ化｜《
六

朝瓦 当与六朝都域ｆ《与朝１ 化 ｓ 考古与发现｜｜裔王

陵寝 》和《
戈

？

化 ｉｔ产攀麽集 》等 。

肖 宇 ： 贺先表 ，
恁好 ！ 感谢您接＊ ■

！ 南方文 物＞的

专访 。 您羞一个研＆领域宽 广 、 社会话绩丰富 妫 學

者
，
拥 有較大的 学术声善和杜会影响 力 ，

也曾棲受过

多 个李术媒休的 各类访谈 ｓ 这次访谈義．们 计划 围麵

四 个方 面展开
，
即孛术续历与 治 ， 學：袭验 、考古学与 文

化遶产 ＃

Ｙ
办刊 兴＿与 学科教育 、，公共＃ 古 与 肘代担

Ｓ
，
金望能 ．总翁您的 学术駕 献 、

捕提您的 ＃ 术个性
，

并从中 敦取启 示 。

一

、 成长经历 与治 学经验

肖 宇 ： 您１ １昨ｒ 年恢复高考 后 的參一 届 大 学

生
， 那批大 学生普：遍具有命运骤 变的传奇经 历 、惜对

如金的泰学 岁 月
、

：如饥椒 渴的 知识欲＃ ，
请筠 忆一 下

您的 考寺级历 和 大 ．生 活 ，

您邊如何：选择和爭 习 考

古 ．的 ｜

贺 云翱 ： 这是
一

个＃历史感 的话題 ，
在高１％之

前 ， 我实＿上是一位农村青年 ，
大学对于我们这批人

的 命运走Ｍ有看特殊意义 ， 因而这掾经历 也显得至

关重要＾ 读大学前 ，
有三方面对我成长影响翁大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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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Ｋ银是窗癘长经历 的三 个阶段 ，萁
一

是拿庭淨糞 ＊

生于扬州市宝应县的农村家庭 ，
母亲不识字 ，

＇

父

亲曾 当斌农村代课老师 ，
上小学之前我就认识很 多

字 ，驗ｇ读书 。 村子里能獲剩 的书 ＊
；我基本上哉找来

翻闽过 ， 其 中连 包括
一 些古籍 ， 因而我 当时有 个

“

书

呆子 敵评号 《 驟爾候 ． 辱管家里■穷 ． 但 周末父母总

会给我
一

毛钱 蒙去县纏 會 ． 我層
一

毛钱在

街边书摊上饿着肚子看
一

４１天的书 ，那种饥 我

至今记忆犹＊ｉｅ 读 中学时
，
我订阅了 不 少杂志 ，

诸如

《朝霞Ｍ ：化石 》和 《
地理 爾识 》 等 ． 后来还订Ｍ 《

大 众

科学 〉＞＊ 我大？畢
？考古专业 ， 恐怕或多或少受 了 《化

石 》 《
地繼ｎ识 》

的影响 《其二 ，从办学到高中，
？栽：分别

就读于圆沟？£ 、学 、齐心中学和宝应县中学 ．

一

直担任

班长 ， 滅中粮受锻＿ 。 初中學业恰逢邓小平同 ；ＳＳ

出 ．教ｆｆ？潮＇提倡考试升学 ． 我 才得以考Ａ高中 。

ｆｔ？惑谢倉？？１的邀麗
ｓ
尤萁是＿

＇

牛班主任幾贞庆

邀麗 ＾也对我人生影响？大 。 记得有
一＆緩间 ， 難老

Ｉ？ 为哥哥在锅妒爆雜中逝世 ， 将班级管理暂托给

倉 ．

． 親？领斑上 同学 彳菌達｜红楼參＞ ， 并銳 ＿只相关讨

掩１ 其三 ， 嵩承毕业回 乡 后 ， 我在泰趟畜牧兽医学校

学习 了
一

年
，
比ｉｔ系统地掌握了兽医学 的各门课程 ，

接受 了不 同背景的学科知识 ， 我也惑谢这段特殊的

学习 经历 。

所￥年 １ ＜３ 月 ， ｜＿高考 的消息已在社会上悄然

传歼 ｔ
而我却全然不晓 ＊

２￡在禽县城五六十里的 纟 下

给
？
丰打防疫针 ， 张贞庆老师賴雜托 人给我 捎来 口

ｆｅ
—

可以考大学了 ！ 我立刻赶回县艰， 来到張老师

家 。 师娘已在厨房眷輯ＩＩ
起床

１

铺ｓ
让辑住下复 习 。 那

段时间 ，
张 帮我找来各翁复习材料 ，

师贈＆我们

准备Ｋ菜 ， 张老师还 下时带我去看电影 ， 以舒＿

力 ， 我记得高：寒爾
一

天晚上看的是 《 白毛女 》 。 实际

上 ， 留给我备考的时间 不 足
一

亡月 ．
１ ９７７ 年高看学生

有
一

ｔｉ
■

寺点 ， 主 ：要依靠原来的知识积累 与龄

填报高考志＠寸银育意霉 ， 我石職艮好学校 ，

一

評鑛場报的鐵杨州 、高邮和盐城的轉議脘校 。 张患庆

看后觉得 不妥 ，
让我要歲考南京大学 ，要么考北

京大学 ． 于是我 ＾＾謙南京大学 。 读高中时 ．＿＿＿语 、

雪文和历史三门功课最 §！Ｓ 还时常与张老师讨ｆｔ历

史菌鐘《 在专业选ｆｔ上 ． 栽本打算报中文 系
．
张老师

则建议学习 历 史专：业 。 张老ｆｆｉｌ招生办ｇ ｉ

］義的录

取通知书 后 ，蹬着 自 行拿从域里骑到 乡 下 ，
送达参ｆｔ

时已是晚上 。 隔了ｆｔ 日
， 我特地去了趟张老师家 ， 当

面感谢他 。 廊时睽
，
师生关系＿常简单 ，

老龜翁得学

生优秀 ， 便会竭 Ｓ？籍助你 ，事 后你也途得应该 ｌｉ谢
一

２０ １ ９ ． ０ ５＊ ＾ ５＊

下老师 ．如此而已 。
，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后 ，县广擊

台露我去录节 目 ，
谈谈农村青年怎样考上南京大学 。

直到这时 ， 我和我 的家人才感觉到雜纖響 ｆＰ识的

荣誉感 。

１ ９７８ 年 １ ２ 月 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 生合影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
，我进人南京大学历 史系读书 ，

当 时

＆了培养过几 雇考 古学
“

工
； 兵大学生

”

， 尚未开逢

考古学本 大韵半年后 开洽分专业 ，競處不犹豫地

＿馨了考古学 。 这
一

选ｆｔ源于＿翁虜个简单判断 ：

一

方面 ，考 古学的课程远比历史学要丰富 ，
能够学到更

多 知识 ；
另
一

方面 ，体质人类学
”

等條程名隸让魏想

起 了 《化石 》杂志 得考古学与科学更魅密 直到鍾

在 ， 壶上课也会时常对学 作为考古学家
ｓ你给

自 ３购：定位首先是科学家 。

栽：那届 是南京大学
“

文革
”

后 首届考 古学专业 ，

包權錄敏 、周晓陆和殷志强等十二位同学 。 在课程诗

授 上 ， 除了本系 的蒋赞拘 、 张之恒 和查瑞珍 等

老师
，
＃聘考輝特别，多 ，

诸如石兴邦 、 汪宁生 、 佟柱

臣 、 突鬆Ｓ 、赵青芳 、姚迁 、調白谦 、纪仲庆 、 吴伯

朱伯谦 、Ｍ叙 杰 、 汪遵国和 本等先生 ， 当年国 内

许多最优秀 的学者都给我们上过课 。 那＿鱗 的学蜜 ，

？从
“

文革
”

十年中走出对年變学子满怀資 大学

１ ９７９ 年春季青墩遗址考古实 习 期 间

参观南通博物 苑

心

路

历
程

薪
火
相

传



２ ０ １ ９． ０ ５

１ ９８ １ 年秋季湖 北鄂城考古 实 习 期间

夏鼐先生前来指导

二年级親石器肘代考古课程结束后 ， 张之恒老师醫

魏：我们参加海安青顦蘧趾发掘 ， 秦浩＿？述带魏我

们到郑研 、 洛阳和西安？参规实 习 ，
第三次实 习 是

＇

＿

初老渺带麵 ：我们去鄧賴发掘六＿篡葬 。 魏们在 田野

实对遠Ｉ呈中 喜欢导■ ， 瓮气勃发 ，
讴歌考古 、 青審与

未来 。

璣 的整 个大擧＆连都沆浸在如飢 似渴的学 习 之

中 ，遂里举三 个例子 。

一

是
“

不 回家 我寒暑假基本

不离搞 ， 极有＿＿例 外 ，

一

敦是去淮阴考拿韩隹史

迹 ， 以無写相关论 文 ，还＃ 

一

次是回家过春节 ，
在家

侍了四 天 。 棄暑ｔｅ是学 习 的擊佳时机 ． 屏除
一

切干

扰
，
预 习下＿窜程 ，更重寒 的是可以 自 由 读书 。 有

一

年暑 考古资料室对学生开放 ，

我每天把自 己关

在溱料室 ，将《考古 》 《文物 》和 考古学报 Ｉ
ｊｉ渎

一

滅 ■＊ 二是
“

不 用＿水 ．我 当时认为用養水輝

间 ， 因 为要拎着热水瓶排队打水 ， 所以大学四年从未

使用过热水瓶 ．ＳＰＳｌｉ冬 ， 也 用冷求秩卿。
三是

“

自 我

批判 但凡学 习 稍有懈怠或晴
？

爾稍有浪费 ， 我便会

在 日 记中 不断批判 自 己 、 ， 厲省己 身 ，
深■对不趙黧

母 、老：

Ｐ５与 国家 。

当 然
，
南京大学的学 习氛 围本就如＊ ，

学 生根勤

奋 ， 起早贪黑 。 早上天珑亮》载餘出去蹌＃ ，瀠ｇ

读 ，能上爆 后 ．
在楼道里鑛＿书 ，靈裹 ，

＿我 同住

的室友
，数 日 不见我＿ 。 学校有助学蠢 ，

班！我拿

得最多 ， 因 为我家庭条件最差 ， 助学金
一

半用以吃

儀
１

一半用以购书 ，
大学四年我从未买过水赢 。 较 中

学学 的是ｉｉ？ ， 英语底子薄：

， 因而学英语特别勤奋 ，

大学二年级鑪开始阅读外文书＿＿刊．
，

ｔ３ｓ如英国

《古物 》杂志 ， 并尝试对感兴趣：

；的 内容 ｉ？Ｓｉ译 。

大学期 间 ，＿一直在学生会负责办黑扳报 ，
写了

教百盖輪子 ， 包括 ／Ｍ仑文 、潘歌、機文和小说等 ， 这琦

工作对檐影响 １１常大 。義準ｆｉｆｉ； 后 ， ｆｆｉ有些考古小

：

文加以增补 ，
发表愈Ｉ金並寿古 》等刊槪上 《 那时候 ，

蠢对童恩正先生很 ＿拜
，，
他 的论文 、 小说和电 ｇ

，部

认真讀看过 ，
自 己也学看Ｍ乍考古科幻小说

——

《 天

上人间 》 ，
在黑扳报上＿

，
纪仲庆先生辑欣赏这馨

小说 。

有次出 Ｈ飯麟＊攝了
一

豆腐块
”

， 需■补 白
，

恰好我在报琢中读到
一

段古汉语 ＾
■ 就把这段古汉语

抄录下来 ， 籙上 自 己 的解释 ， 署了我的 笔名 。 我有二

十多＿熟 １
（

！＿？我 的同学能认 出 。 次 曰
， 同学 周囉

陆贴出大字报 ，
指出我剽 Ｓ彌戴 。 作 我将 我

霉作？稿纸 ， 赌满宿舍山墙 。 此事轰动一时 ，
是我入

生
—

次敎训 ， 触动圾大 ， Ｓ＃刻警醞鑛治学赛产

耀＊即便
一丝一毫 ．

也绝不掠人之美 。

一直以来 ． ．養都

由 衷感谢篇磨陆先ＵｉｆＫｆ司也 着长久

５之肩 的大学生活＃常充实 ，
也非常艰苦 ， 内

心濃终怀揣＿想 ．無自 己 白 体会是 ， 好大学就齒ｆｒ本

科 ，
好本科可就决鬼Ａ的

一

生 ，我 后来的工作和研愈

均是以本場攀 习 为輕基而铺展开的 。

肖 宇 ｉ  ：

ｉ＇现涛＃
‘ ＊

八十 年代
”

视作
”
一场 宏 大的 思

想运琀
”

， 各翁，１？想疋咸 水 冲 決思慰藥铟的堤规 ，

高争李府尤是如此 ， 这对您的咸长产生讓． ＃１响 吗

贺云翱 ： 当时的 中国 刚＿獻廳过嗛 ， 高校

思想＿敏大 彳推 ＃
我也＿辆参与第中

，蜜还写过
一

＿

关于大学生ｔｅ放思想的文章 ， 刊象于 《光明 日报 》 。 对

表更 为直接的 影响是由 此引发的
“

文化热潮
”

，爭經

出现了 大量文化讨论 的驾＿ ｓ 辑熟寝歌＿和阅读这

类驾摯。 同时 、 我还 丨
ｊ字ｒ黑板报为平台 ，■写文拿

参与文往讨论 ． 渉 及考古学 、
人决学 、民族学和社会

学等众多学科 ：興態藏书 中除考 古学之外 ，
数量最多

的就是文化学方面的 。 这对我 日 后办节！勸 、搞研究均

． 影响 ， 以至于后 来饕写过
一本 ２０ 余 万字的 〈（中 国

文 设ｉｎｔｉ ， 食化问麵＾今藝是我关注与思考的

主要领域之一 。

黄督军 ： 请谈读 华业之后 的 工作兹 历和学术

实践 》

贺云翱
：
１ ９８２ 年毕业

—

方面学校曹望 我蠻

校 ，去 团委工作
＾

另
一

方面有＿单敎可供逸释 ， 包括

某ｇ中 央机关和高校 ， 我襄 不犹豫地选择了 南京博

考 古部 。
第一 个发：＿项 目是高＃天山二号汉墓 ，

即西汉 广陵王夫人墓 ，我 早晨搀着收音机遊步 ，
：ｆｉ 学

日 语 ，
白 天搞发掘 ， 晚上读 《二十五史＞｜十三经注

往往读＿滅夜 。 接着是发掘徐州龟 山汉墓 ， 即西

＊

＆楚王ＩＩ注墓 ， ＳＫＥ肘间 我比较关注徐国史
，

接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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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数義论文 。 暴 后 ， ｉｆｅ跟着邹厚本先生参加宁缜和环

太潮地区考古调查 ，
又；爾着张祖方＊生参Ｉ 卩宁镇．

区 旧石器攀址考古调查 。 还有 句＃城头也摩址 发賴４

当时南京大学开办了
“

华东五省
一

市文物干部培训

班％■蠻譬浙江学员进行 田朦实 习 ，匿下来 ， 我Ｘ 负

责擇＃ １屬減南 门遺址的发鬚 ：〇 鷺时輕：《南京师范大学

历 史系有意让我去执廉 ，
但宋伯胤副院长不 同篇＊他

知道我ｔ笔辑■ ， 便给我委派了
一

个新任务一＃

刊職《

东南文 久 ， 唐云俊先＿住？Ｅ苏省

女管办鲁任 ，刊物就交给了我 ，担住鏺辑部 的第
一

任

主任 ，食算是我 第 一翻业 。 主＿ ＜东 南文化 》
近十

１ ９８３ 年 ８ 月 南京古代墓葬发掘

１ ９８４ 年 ５ 月 扬 州唐城南 门遗址发 掘

２〇 １ ９ ． 〇 ５

年 ，是我人生擊美好的年华 ， 蜜对她倾注了 几乎全部

的时间 与精力 。 我 的主要工作是设计专栏 、 写ｔｒ约

稿 、＿辑稿件、
组织

；套踩 ，
读稿量特别大 ， 来往信件堆

积＾山 。 平＿每天蘩阅读和修改十 几 个小时的

日 复
一

日
， 从无德期 ，

甚至春节也节例外 ＾１ １
生牛犊

不怕虎 ， 不管谁的犒子
．興都敢提载風 。 当禱 、

那时候

的学眷很寒和 ， 术
；聰位ｆｔ高低 ， 乐于警＿辑

篤班 。 《东南文化》的办刊经費相对独交 ，经济压力？

尤，我们 自 己采购电脑 ，
甚至

一

度 自 己 印織？ 办刊经

费来源主要有三项 ： 《东 南囊你Ｉ杂志的征订收 ＼ ， 编

辑部开办实：体书店 ， 还有国家文物局＿德费支持 ＾ 沖

年 丨＿ ， 《
东南文化ｔ 在全国乃至海外已 产生较大学

术影响办 当时国家戈猶遍考古处李季先生曾＿
？

栽

说
： 《东慮囊化》

是中 国考古界的
一

面？Ｈ 。

１９８９ 年 ， 南京博物院在 日本福冈办展览 ，我因 此

赴 日 出 差
，
与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袒蓬于京都 ，

由 應
＿

ｔ卖到了 阮先生 《早期
＿

佛鏡造像南 ｆ＃系统 的手

ｔｔ
：ｄ 这篇＆戈观点新颖 ， 在国 内竟

一

时无刊物惠意Ｉｔ

表
，我 当即判勝这是一篇极具学术价值的文輋 ， 并安

排 《东 ＿戈化 》迅通輪发 ，见刊 后在 中 日 学界产 生轰

动 。 １９９０ 年夏天 ，
阮＿＿先生邀请我 、

北京大学刘俊

女先生以及 日 本龙 谷大学三位学者 ， 共 同组成
“

皁＃

鐵敎造 〖象幽传 系统 班究班 。 我 负＊具体泰络和宏排

调查
，
带 中 日 学者调查了 中 国十余＃松上百 个县

市的＿关達鐵 、 遗＿ ，＿着撼： ３！？例実＃资料 ， 在

都 、南京召 Ｉ？学术研讨会 。 这时餐 ，

．出现了辑Ａ生的

第二次參训 。 我在ｉ周查过程 中承担了大量工作 将相

关实物资｜｜进 行类型学分析 ， 编排次序 ， ＿写 条 目 ，

最终将 《 佛＿初传 南方之路文物图 录 》书稿交付文物

出版ｆｔ编辑黄文 昆先生 。 黄先生知道大多歡工作出

自我手 ， 便建议将我作为 第
一

署名者 ， 后来阮荣春先

生因此顧惑不悦 。 我 因
一

时贪鑫 ， 而失去了
一

位多年

筆友 。 ＩＩ铭记了这段教训 ， 后来也常和学生併 ，傲学

问勿存翁欲 。

１ ９９５ 年 ，我因故离菁南京博物Ｋ ，
在生ｇ最困难

的 日子
，

一

度在南京大学兼 １

＇

馨 ＝

，并参与宁镇趣：

区 的考

古发掘 。 这时 ，
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给了養

一

＿

題 ，对龙泉寺蘧趾进 行发掘与复建 ；
無 间我論魏了 大

学毕业 后 发表 的论 ；ｔ ，
集结 历 史与１ 化 》

一

书 。

１９％ 年１我调 人南京市文物局 始了 我 的第二次ｆｔ ！

业 ， 仓Ｍ／

、南京市文＿研愈Ｓ＾， 
ｆｔ责南京市＿囊 ：以北的

考古工作 ， 并开辟了一 个全新 的领域一南京域市

考古 。 这觀间通重要发掘 ， 包括明參陵 、 明；＊廢 ．、＃ 山

六朝坛＾貌遗存 、－南平王萧？塞：歲鍾址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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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
：ｆ２ ０ １ ９ ．０ ５

￣

１ ０
－

石窟 ， 等等 。 还主持 了明 孝陵
“

＿遗
〃

珣学 术研究事

备
，

协＿筹＿ ：明孝陵博物 ｔｉ 、明东陵辑址 公ｐ ，
Ｉｆ展

六朝瓦 当 系统．研究 。 同时 ，
我还参与南京市文＿鉴定

和文猶市场管理 ， 在文物聚定方面也下 了
一

番功夫 。

ＭｉＧ 年
， 我从南京市戈＿局调至南京大学 ，

开始

了 我 的第三次创业 ，
，ｆ协文化与 自 然遗产研究所 。 之

所以要成ｓ这 个钭研机构 ，
首先ａ学科发鱗■ ：勢＊ａ

过明孝陵
＂

审遗
”

买践和 国 内外戈献研读 ， 以及与 国

际专家的 交漏 ，
可 亥化費产学賴

？的广 阔前景

和社会需求 。 其 ；欠是外部环境影响 ，
当时北京禽学 已

獻＆文德邋产 １？ 复旦大学杨志刚先生告诉

我 ， 通ｎ也有纖處愈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歡是个人

工作 Ｉ？ｅｆｓ靈泰有创办《东南文ｉｓＳｓ：南京市文物５开

究所的经历 ， 深谙平台，麗队 ；对于科研事业的重要

性 。 此外 ｓ
文化与 自愚遗产研究軒葡办过程中

，

国家

：文翁＞局ｆＢｌ先生多有启迪 。 我 的應ｆｔ是 ，
通过这

一

＆？

构来敵女ｆｔ施产研究链 ＾
？从考古学对遗 产的 发现 ， 到

遗产 的保护与咖 ， 再到逢产 知识的 丨专播。 以吐会 ：說

展需求给绿 将不 同学科脅景的青年学入龜织在

一

起 ， 共同面对実ｆｅ问题 ，
坚持基雜ｉｔｆ良 同时转化

为应用研究 。 截 喜欢富 有挑战牲的大 １

＇

襄齄 ，需要谪＿

多方面知识去提炼与驾驭 §

肖 宇
：

：您的 工作Ｍ 历 与車來 寞 ．践类极玉部曲
”

，

从Ｃ东 南 文化１
：到南 京 市 文物研 究 所 ， 再到 南 京大 孛

文化 与 自 ，燦遗产 研
：

完所
，
本 同翁段都有 着

“

从无 到

有
”

的
“

剑 业 史％

：不 同身段也都存在 本 同 ：旨趣的 学本

取向 Ｂ
六 親考古无疑是您用 力录勤的考古 孛研■领

域之一
， 您缘何如此重 ：裸＊朝考古 ？从考 古 譬到文化

遭产 学 ，
不 同研裳 专题或研实 方 向的调聱与 取舍 ，

这

种跨 学斜式的 学术转 向 需聲更 多的 １气 ，
是什 么 促

使隹关 注文犯遗产 问 题并下 定决 心开展 系统研

贺云翱 ：我的六朝者古砑究 ， 首先得益于本科眉

间 的学习 ， 六朝考古课程由蒋赞初先生执教 ， 教材是

宿 白 先生■写的 ，罗宗裏先生、李蔚然先生也时當给

我们授１果 。 其次 ，罐 《东南対據过程 中 ．

，衡读了 大

量六瑚考古 的稿子 ， ｔｔＭ握读鐵域学 ：象前沿 。 再

次 ＾参与
“

早期ｆｔ．

緣造像南 传系 蠢挤究 ， 实际上

已渉猶了 大量戈朝考古材穩 ， 并在六朝働數考古方

面有所 ＿覩为我研究六朝考古夯实了基础 ，

而真正专注于六朝考古 ， 还是主持南京市文物研究

ｋ動 间 。 蠢傲考古喜欢通过主动学术嫌索和＆掘接

近研究 目标
，
而

｜

非窗紀合爱＿中寻找研究 目标 。Ｍｉ

算做＿＿ 山石窟考古时 ， 几乎新有 的专象都不 同倉 ，

我一一游说
，
阐明价值奪文 ：

国家文ｆ激局才 得以批

发掘谭斜后来交给了 宿 白 先生的 团队。 南京六

秦古 的第
一

座礼制建筑 、
第 一座寺庙、

第 一座道观 、

第
一

座陵纖、
：

第
一

座壤址 ．都是这样
一

步步有计划开

展 的 。

从考古学郅戈化最产学 ， 不光 是韓变 ， 更長齡

伸 。 文优褒产学最灣古学的延伸 ， 研究文说還产学首

先要学野
：考古学 。 龙泉寺的发掘 ，复建与展示是最早

的尝试
，
自 ＆截复麵划 ，

邀请东 南大学朱光亚先生

参与＿＿投计 。 对我影响最大的 当属明孝陵的

发＿与
“

申遗
”

， １ ９９７ 年 ， 栽产生了研究明 孝陵的念

头
，并制定考古调查勘探计划 （ 毅年对陵宫内 的

囊琢獵 ：

趾进行＿ ， 廓清陵园布局 。 ２＜？０ 年 ，議担任

明孝陸，遗
”

专家緻粗长 ， 负责挖痛明孝陵历 史内

涵 、拘餐，遗
ｗ

：文本、阐释邋产核＊价值
＊
Ａ而对世

界磨产事业生发了研究兴趣与虔ｔｅ ｌ认识 ， 并接受国

懸：重＆邊产学＆＿关公约与■ ：！§ ？ ：藤了
“

＿：ｌｆ这个

机遽．

， 长期以来 ， 对知识 的广遂钱藉，
尤其是对文Ｉｆｃ

问窺的重视 ，
璩蠢我开拓戈也遗产学的ｍ

歲外
，
Ｍ有

一

彳

、重要原 因
，處们那

一

代大学生 ，

齡蔡有
一

ｔ？想＃ 自 己所学为＿＿务 ９ｉ化遗产

学让截找到
一

个用 知识 为社 会发展ｆｔ务 的实 领

域
， 渎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 极具现实羃 ．义

ｇ１

劍７ 年ｉ

｜国加入 《世界遗产公约 餐地政府
“

申遗
”

热情持续高涨 。 ４殍遗卢是人类共同 的 凸显了

＊域文化＿寥３
提升了 公 众 的遽 产认知水平 ，也给遗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讲解明 孝陵

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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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产地带来巨大社每讀盔和经济雄：益 ， 同时也婦升了

整 １

、社会对文化＾事业重鼕性的认识 。

肖 宇 ： 《
大众 ：考古Ｉ 月 刊 的卷首 语

一

直 由 羅亲 自

执笔
，
所渉 内 容 包 笋 万 象 ，

现点 新颖 独到
，

颇具启 发

意艾 ，
不得 不让人惊叹＿ 笔耕之勤勉 、

思维之敏穩 ｐ

郭
＇

么
，

：翁聲如轲綠行 自
’

身知识构建和恩 维谰练 ｉ ？

贺云翱 ： 始终傷持学 习状态 ， 面对雛 Ｉ

＇

ｌｌ藏以及未

知領域 ，
以
一

名学 习者 的１态进行大鼂？读；

一

习

惯我 ｆ呆留至今 。 学生时代 ， 我就从未裱专业课程牵着

鼻子走 ，培暴ｆｆｌ
—

种比橇 自觉的 自我觀特 ， 讓 ：＿ 自

己的 知识结构１￡行设计与规划 ，
大邐间读 ，

大曇麗

考 ， 大瞧作 。 我織麵写 《大众考古 》卷首语 ， 还时

常参考 寸候 的 日 记 。 比如 ， 我 曾
一

虔想成为 旧石器

考古学家纖在 日它 中设计需要学 习 的课程 、 需宴阅

读的书崔
５
特她去她质 系潘修第 四＿质学

、 迪藐

学 ，＃记录学习心得 。
． 我坯记 得 ？｜｜勺地貌学课程论

？

文

是｜论人翁
■地貌学 》 ， 获 得了地质薇酱 认可 。 掘

外
， 我还选修了地 ＇龜赢愈城市历史

３

哲学 系的 美学 、

６理学 ， 等零 当时 ， 南京大学的学术耕座轉賴１丰富 ，

不遽参额域 大家 ，
无馇是天＊ 地疆

、 ，
还羞＿遲 、 化

学 ， 各学， 的Ｉｔ座我都去听 。 实际上 ，这就是架ｉｌ知

识结构 、臀丽思＿度的过程 。

在我看来 ， ＃曹争＃都可以服务于 自 己 的学术

镍程 、 书籍乃至特咮 的人生际遇 ， 会让你 不晴

请整 自 己 的知识结构 ， 不断 整 自 己的研究方 向 ， 而

每
一

次选择都会扩充傾節知识？釋化你 的瓔藝 ^

肖 宇 ： 从您 的切身体会 出 发
，
您对有志 于 学术研

究 的年轻人有何 建议 ？

贺云翱 ： 关于治学心得 ， 我在学习 与工作经历 中

已有表述
，
Ｅｌ想餐

一

下理想与责任 。 我觉得年轻人 不

繼丧鬼＿ｓ？  ｓ能不能把 自 己 的命短和国家 人

类的命隹结合起来 ， 对
一

１

、

人 ？成长核其蠢 所有

懸威＿事业之入 ． 都是站在社会的 角麗上思考 问题^

社会也会 为其理想搔供支持 。
无 须讳言 ， ３？许是观

代 不 少大学生和知识酱子辭，欠缺的 。 工作 中会邁 ：到

練 困廉 ， 比 如遭識妒 被人打击 、 受到 不 公正 ＿

襲
；

但 不能放弃 ， 象義想而坚守 。 你脊３Ｓ大的事业追

求 ， 内心才雜承受 得住挫務＾ 才倉力養■ 往直前 ， 才

有幸窗獻 。 你夸赞我 ． 我 不 因Ｊ？窗＃４
，
阼贬 低我

，

我 下

因此 ｔ纖 ， 因为我知道 自 己是 ｆＭ人．漢＿通離着 自

己的 目橱前邊 》 我 ：■道路 ，
有觀获 ，

有＿辛
５

＃有致

训 栽繪縿觉 得我是幸福的 。

２０Ｗ． ０ ５｜ 烹 务费

＃栽心 目 中 ， 学者是人类文化精氣貪£ ｜
＊应樣有

公平 、 正义 ，
无论年龄 出 身 ， ＿是平等而独立 的完整

生命个体 ，
共同营造公允的社会？＿ ，

进 行 自 由 的学

术創 ：
造 ， 相互感恩 ， 开￡人类的 文ｆｔ事业 ， 观照人类

的 历史与现实 。

二
、 考古学 与文化遗产学

肖 宇
：
您对六朝都鐵研究卓有建树 ，

围 绕北嫌 ＇行

过 多 项考 古发掘
，
并取得重要收获

，
能 否介绍

一 下 石

头巍的发现和研裳 ？

贺云翱 ： 我跟＿蒋赞初先生在擊州吴王城开展

誠Ｉｆｔｌ鼠 ， 也参ＳｆｌｉＳ文雞国 先生缉织的镇 Ｉ
Ｉ铁瓮城发

海 ，并协助召开
“

城市考古学 术座谈会气 当 时 《南方

文物ｆ拓刊发了
ｄ

ｆｒｉ獻布考古专号
”

。 这一ｕ程中 ，

＆容易让人餘想到东吴？獬起历程 ， 从锬＃減＿ 石

头域，再到吴王城 ，
以长江天堑构筑政治据点 。， 山

龙盡 ： ？
石头處踞 ， ？為帝王之宅也 。

”

东吴是六朝 的开

启者 ， 石头域是？隶建都 的議ｉｌｌｆＫ ，
其重要性不 言

而 但石头雄的繼私史迹 ，却云遮雾罩 、颇參争议 。

饺石头域抽地望
Ｉ

鑪有Ｂ 藏山说 Ｓ草场门 ＳＵ離山

说、
：汉中 门谠等等 。

．線Ｓ时认为 ， 找到石头域 ，

一

系列

的 历史事件便可获得空间认金与 合理阐释 。

１ ９９８ 年 ，我并备寻找 石头域 ，进行大规儀田野调

查 ，对石头城 的位置 已有些绥索与预判 ，
并邀Ｈｉｔ戴

省她震局张治天 先裝对：她下＿＿情况进 行科技探

测
，
截再脑．发掘廳正 ．《緣年 ，

栽开挖了
一条探沟 ，探

沟中食＿ 

一

座＿葬打 破城垣 ， 随霉青白瓷盒盖上賣

铭文
“

江 南官膏伍Ｍ＇ 与繭禽腾期李煜雜
“

江 国

主
”

的记拿ｉ印钲 ，
由此明确了城垣的年和下限 。 同

时 ，＿沟 中还出 土了东吴 、东晋和 南 ｉｔ绝砖瓦 。 通过

这条攆沟 ，
基本赌认了六＿头域的 萬现ｊ〇０８ 年以

２０ １ ０ 年 ５ 月 于韩 国韩神大学考古 系观察百济都城

遗址 出 土 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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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１ 年 １ 月 南京六朝石头城发掘

后 ， 我持灤多次对 石头擁幾行考 古 ， 发现了城门 、 角

楼 ，砖
＇

铺路面等
一

系列重 年代从东汉末避持

藥至隋Ｂ ， 使得南京建ｉ５史在石头驢中变 得鮮活趙

来 。像豫引起了 国际学者的关注 ．

一

方面石头域 出土

遺物与 日韩筹国具有关簾性 ， 另
一

方面石头城 的 山

城樣式与 百济 、高句丽也有类似之处 。

省得
一

■ 的是 ，織７ 年石 ｜ｆ機ｆｆｉ土
一

块■豪 ， 砖

ｉ赫然 出规
“

石头
”

二字铭文 。 这使人莫名ＪＳｉ与感

：懺＿麵 不爾她对襄
一

逢存 ： ｉｔ行探索 ，她也会在某
一

时刻殽助你实现■想
，
Ｉ是

一

ｔ＃常惑人的过程 。

黄督军 为 南京城市考古 的参為者 、
南 京城 市

历 史的 研究者
，
请燃该谈南 京減市考 古 的主要历 參

及方奮 。

贺 云翱 ： ｔ喜欢长时麗的 看问歷 ，
历史如 此

，
人

生亦是
＜擧大学时■號喜欢辕愈寿古 ，龜桑了 大畳资

杂志上发表 的相关文章都做成卡片 ， 重要的 图 片

用硫＿＿＿画。
我抱着这些资＿＿东 南大学刻．

杰先生拿 中求教 ，刘先嫵
一

张
一

张 齋摹 的图 ， 鼓

励我将来在 古领域錢＿ 

一

讀戒绩 ３ 后来 ，
我竟

禁真去＿市考古 ， 除Ｔ 因缘际会 ． 大概有些 许
“

不

忘初心
＾

爾囊雜令

９０ 年 ｆｔ：

４ｌ
开展

“

古今叠压
”

型＿考古 的很 少 ， 成

部 、 广州和洛阳ｆｔ得比 较早 。 此外 ｆｔ ｉ人为刘建国 渴

生也是域市考古 的先驱者之
一

，
１？３ 年成立鎮江古

域考古ｆｆｌ ， 几乎是以
一

己之力推动镇江域軍考古 。 我

ｆＰＪｌｆｅ生互动曙：

为频繁 ， 从中获益不少 。 市区Ｓ有空

间进 行考古发掘 ，地层叠ｇ况难以
＝

探明 ， 为了癖决

这
一

矛盾
，
刘先生发明 了 井

”

，
圆形的井壁抗压餞

力靈 ， 可職挖得 比＿择 。 靠这 个办法 ，＿城市关键：

点隨她层情 ５５
ｓ 从而＿濃域市历史演进 的基本时空

轉征 。

１？７ 年
，
南京市文物研究班成援 后 ？緣第

一汝渥

出 南 ｎｆｔ市考 古雜奢题 ， 当时南京的考古工作主要

集中 于郊区 的墓葬发掘 ，
与此同时

，
大规模城市？

对４｜下逾存＿坏严重 ．
让人痛心＿首 。 但我ｆｉｌ

ｌ

采取
Ｂ

见藤彌ＩＴ的 工作模式 ， １盯塊区 的各 个工地 ，

建设过程中一旦发现ｆｔ雜暴露 ， 我们就采集奪本 、记

录地层 、抽摄照 片 ，力黎寶所抢救＾数年间集腋成裘 ，

竟记录了上百 ｆｉｔ址点 ， 采集的奪＊■满库房 ，其 中

隹 不乏斗争 ｓ 妥协与心職 ， ？梅成了 我撰写 《六載瓦

当与六朝難墟Ｉ 

一

书的基本輕料 。

黄督军 ： 在对六朝 考古研究过粗 中
， 您构建 了 六

朝 瓦 当研究的 学 术体 ：系 这是翁章要学术匈建之一 ，

可 吝介绍下这
一 研究 的心蹲濟輕ｆ

贺云翱
： 我还Ｅ得緣第

一欢看到六朝瓦 当德情

形 ，
图案薪截麓ｆｔ 的人面绠、 兽面纹瓦 当

ｓ
ｆｔ＿心

强烈震惊与好奇 ， 从 中＿见与鬱ｆ又瓦３１Ｓ系迥异的

一

种文ｆｔ风格 Ｂ 但这 零星出土親瓦当 有

过襄巍；输埋 。 玉ｆｔｌＥ９０ 年代 中 后期 ，在南京逾＿

＿

古调查过程中 目验了 千余件六朝瓦 当实输 ， 逐步

転雛相关认识 ． 对六ｔ瓦 当 的类型 、谱 系 、期别及重

化内涵１行思考 。 １ ９９８ 年 ，

“ 女朝文乾国 ＿讨论会
”

在南京召开 ， 我Ｉ是交了 《六朝瓦 当初探 》

一＊ ，首次构

建六朝瓦 当 的类型体系 ，
引起了学界緯广泛重视 。 瓦

当犹如六 ｜＃古之＿，钟 山六 类建翁＿
南平王爾伟 墓阙遴址 、 钟山二号寺庙遗址均是以瓦

当 为学术引 导而褰现 的 。 当年我ｆｊ在明孝陵陵区 内

开展文＿＿查时 ， 在密林中发郵
一

处石墉讀域 、并发

现 了半 个莲纹瓦 当 ，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南朝早期瓦

当
， 随后 决定正式 发■ ． 从而揭露 了六藤坛类建筑 。

２００３ 年徽后 ， 我陆Ｓ撰写多篇论文 ， 阐 ｔ±六親１当研

究收裹 ： 。

５开究六朝瓦 当 的过程中 ，
势必牵涉瓦 当 出 土地

点与都域建筑空间 的对应关 系 ， 这既馬瓦 当研究 的

应有Ｉ嵩》也悬瓦 当研究 的主要价值所在 。 换言之 ，

文＿研究 的 目 的遽：繁明 历史真相与文化运动轨迹 ，

六朝瓦 当研究 的 目 的则在于六朝都域史 、選筑史 、戈

化史？２Ｗ５ 年出凝？ 《
六朝瓦 当与六朝都城》 ，

正是

以瓦 当 为＿Ｕ■ 发其与六朝都減的 关Ｒ ， 据此进行

六＿都域复＿研究 ， 渉及六朝都城 、宫城 、礼制建葱

和太学等 ， 以瓦 当构筑六＿＿城Ｓ 时空结构 。

黄督军 ： 痣对索
＝

教遗綠叙乎情有独钟
，
主持发掘

了 龙：泉寺遗祉 、
定林 寺遗址 、 栖霞 山 石 窟 ＼ 洞玄观遠

址及 国琀寺遗址 ， 这也羞＃趣使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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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翱 ： 宗馨；考古也焉＿
＝

＿趣ｆｔ］ 内容之
一

些 宗教讀址 的发ｆ屈实际上都带有
一

定的 主动性与 目

的性 。 宗教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 中拥有非凡意义
ｆ
需

蘩从考古学的视 角去揭示与阐释＾ 以佛敦为例 ，眷歡

南亚 、
中亚到东亚 、爾箱亚 ，

成为 不同地区 、
不 同属

族间文化交澈的桥梁 ， ＿而带动更如全面 的文化分

享和女 化俄＾ 再客，傷緣作为
一

种外来文 ！他，对 中

国 文化的 影响可焉棱其渾劍 ， 它几乎＊塑了 中 国 的

诸多戈化形态 ，尤其是在潘＆、语言
、
艺 术

，
哲学 、文

学
》雜筑和昆俗等方面 ９

随着和ｇ外学者交流的 日益

密切 ， 尤其与 日 韩相比 ， 中 国 曝議教考 古十分繼

大量宗教寺观旧址没有得纖 码的考古发編 （ 就在

原址复建或扩建 ．中＿鶴坏 ， 专业妍＿入员 尤显＃

缺 ＆ 因此
￥
这几年我着力培＃了 多 ？彿教考古方 向的

硕博士或博士后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１ 月 南通 如 东国 清寺遗址发掘

肖 宇 ：

“

什 么是身古＃１
”

是个常论常新 的命题，

您＃
《

：大 众：考古》卷噃语 中 多 看讨论 ，
这些讨论既 闪：

现出 思想的光芒
，
也浸润 肴情感 的关 怀 ，

请谈谈您 ．纣

考古 学的认知
，

儀对來來 中 国考古 学的发展 有何预

判 与斯许１

贺云翱 ： 这确实是傾论食載时麗题 ，
我觉得考

古学本身并非
一

个恒定的 、 ：封闭 的概念 ，夏鼐先生对

考古学的经典 表適是，考古学是根据古代 ．人类通过

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 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

的
一

门親学 。％古学在其发展历 程之 中 ， 不同晴代、

不同 国家 、
不同背景的考古学者澍其学科地位与价

值存在不 同 。麗着时代意震 ＊考古学的 内囊也在

不断 的变化与拓展 ， 回想
一

下 ， 我们今天對考古学 的

理鮮和五十年前 、

一

百年前已＿有别 。

我倾 向于考古学研究＿是＿ 与文ｆｔ ，
这里 的

“

文化
”

是ＩＩ 历史形态的 直化 ， 既承戴着社会科学的

责任
，
同时也擊载着人文料学 是ｘｆ人类物顔

世捧 、＿世界的 完整观照 。 考古学是
一

门百科全书

式的学科｜所？老古学应欢觸多学科的介 人
．单
一

依

＿ 历史学会制约骞古学学科价值 的实现 、
学科地位

的确 ｉ４ 。 零古学研究 的古 ｆ？：界 ． 涵盖 几十个：

或上百

个现代学科分门别类的研究 内容 。 学术 目 标的无喝

ｆｔ与，人知识■嘗臟性 了
一

对矛盾 ． 解决方法

就是多学科介人 ．

． 考古学蒙處鑛努＊處约 百科全书

式的学 在我銀．中
，授有歲熟 的考古学家 ， 因为考

古学維及 的内容异常复杂多元而放弃追袁Ｂ 考古学

职业人 ， 应是最驚雇 、纖学的 一１

、

＿体 ， 因为他们

在买践中能够认识到考古学的浩瀚徐 、 广博性和无

酿 。

考古学可以衍生出植物考古 、篇ｆｔ考古 、冶金考

古 、 生物考古 １

？戀筑惠古 、截市考 古導儀参 支学料
ｉ

１是考 古学的多祥性 。 怛是 ， 考古学不会１＃焉于植物

学
、
动翁学ｄ台金学 、

生物￥ ，
建筑学等学科之 中

， 这

是因为考古学具有统一 １４ ， 这主要寒规在三方面 ：

一

方面是物质认 知特点 ， ａ？癒作 为认 起点进行学

术探索 ； 另
一方面 是利斜获取特点 ， 以 田野售古获脔

古 ｆｔ人类信息４再
一

点 ． 是资料的时间和空间 的统
一

■ｓ 因 此 ， 考古学是统
一

ＩＩ与多雜ＩＩ有机结合的学

科 。

目前 ， 考古界应 当倉■到考古学 的：赛
一

性中存

在可Ｐ 裨 分割成 各相关学科的多＃性 ， 而ｆｆｅ将考

古学 作封闭 系统 。 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选

難泰考古学研究生 ， 应该张开双嫌歡 迎他们 ，他Ｓ

＊

］也

能够成长 为 伐；秀的考 古学家 ， 尤美是在原来所学学

科领域 中瑪ｅ考古学探索 ， 他彳ｎ背后 隐＿的另
一

套

知识 系统可能会在 日 后的职业生涯中被激活 。 芻年

来 ，寵：＿考古机构在招聘中存在
一

种偏见
Ｓ
？Ｐ蘩本科

非考古专业 ０调雖
：

究生 ． 这显然不 公道 ．■利于考古環

存多样性 内涵 的肇示 ，
也 不利于 中 国考古学的长鐘

发展 。

未来的 中 国考 古学 ， 療该具有更博大的胸襟与

更专业 ？黎态 。 工业学院可以有工鹰考古 ， 衣学院可

以：＿
＇

农业考古 纖学院可Ｓ看 ．囊歲：考古 ， 首乐学院

可以有音乐考古 ，芝术学院可以 ；ｆｔｉｉ木考古 、傭纛 ：艺

术
：考古 ， 各种门类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均可开拓考古

学＿新领域 ，
中 国考古学才能实繼

“

百花并效：

’“

各美

其美
”

的蘩蹙 ， 才餞实现處翁德学科編
■

＆？相反 ． 如果

中 国考 古学 置于高＿历史籯 ， 囿于这御格局 ，

考古学的作？就不 能得到充分发挥 ， 考古学的资＃

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挖掘 。 纖在大多？数考古研究 所

述是以时段划夯科室
，
敏乏静明 的专题５Ｓ歲旮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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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 色 。 古代 人类的每
一

＃± 化现象＿需要探究

其运动规律 ，
但 目 前的现棱焉老古资辦信鼻流失严

重
， 因而有＃賛大力发育专业性辕 专业优势明 显

的考古学研究机构 。 考古学的 知识建构带有 ，

考古学更重要
．

的是各种入 类思想的发现 ， 思＿系统

白＿壤 、 活态文 化过程 的发现 、人地关 系的发观 ？

？ 如

果中 国考古界在这些方面进 行更多 的学 术训练与实

践 ．

，会让考古学更加 ，罙邃 、
更有意 欠 ，

肖 宇 您如付理解中 爾翁 色 的考 古 学 ？

贺云翱 ： 考古学作 为
一

门＿ ， 自身便具 有全球

性
，
中＊ 古学的趣生也具有舶来性 。 考古学 的

研＿象具有多棒德 ， 既是文化的多祥性 ， 也逾文化

过程 的多样性 ，＃請生＃即特色性 。＿中 国特色考

古学 ， 首先寒建兹上ｍ知塞础 。 墨次：

，
中华ｔ明 的

特色性萎放置于全球视野中思考 ， 要有考古学 的全

球女明 比较餅究 。 中华重明作为＿ 

一

的原生童明 ， 在

浚展道路上引 ＿东亚 ， 但是东亚各国 又有 自 己 的文

明 发＆敦雇道路
３
同样需＿古学的比较研禽 。 中 国

考古学在探索 中华文 明 的过程中 ， 需要提出 自 己的

ｔｏ ， 需要建构 自 己 的 内在逻辑 ， 需要寻擒鳜决

ｔｏ题 的方法与理 ＃次 ，
应读Ｍｒ到 中 国 的齒特 国

情
，
中谓选择了具有 中 国特ｆｅ 的社 ．会主义道路 ￥

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举＿眷思想 。 中 国考古李襄为 中国

的现 代化提供学术支 ；擔
，

服＃于社禽主义建设和人

民福祉 ，这是中 国考古学的 目棒之
一

。

从全球化的学术背景 ， 到 中 国考古学的研＿对

象 ， 再致中国现ｆｔ化 的道路？ ！＾都躁定 了中 国特色

的考古学 。 通过 中 国考 古学及其研秀成象世界得以

獵豢
一

ｆ
？

：

文明 的處销；轨迹 ， 理寥
一

ｆ
？

：

文明 的内涵賴

质 ， 纂考入类的普世阉羅 。 可以说 ＊爾．乏 中晒色 的

中 国考古学 ，
也 必然丧失其全球ｆｔ意义 。

肖 宇 您是
“

重兴？ 

”

雲 口命 ：名的 槁 导者 ，
从考 古

学 、
文ｆｔ環产 学的视ｆ对 ｉ 兴審 开展过精深 而全 面

的 砑象ａ 对
“

：袁 ＃１窑
—

物廣丈化史 、非 物质 文Ｋ产 的

讀赤 ，
既可 砹 與现 不 坷 学科洵 的 相互 启Ｉ

，
也加雜 了

文 化事 项 的全貌孤察
，

这
一

研究 ： 蒞式隹镎我们 思考

与 学 习 ｆｉ 请您 儀 ？谈对宜兴窑的探 索过程 、研Ａ救歲 Ｄ

贺云翱
：
我在明孝＿，遨

？

过程中
ｆ

阅
＇

读了大蒼

国 际女＆遽产 ｆ呆护戈件 ，从 中 了解到 物质文化遗

产
”

这一槪金 ， 当射国 内称为
“

民诶民间ｉｒｆｔ
”

。 遞１

］

２００４ 年 左右 ，
国 内才普纖 受

“

非翻慮文＃ ：逢产

念 。 我 ＩＳ母校执教后 ，
立刻爱愿——在全国高被中首

先开展非物＿文化遗产研究 。 我分别给窗＃ １ 市政府 、

宜兴市政府写 丨言 ，
建Ｕ扬州離顧印，刷术 、宜馬紫妙工

艺申＿
“

世界 质文 （ｇ食产
”

，
宜兴市 府方两ｆｔ

快表达 了合 作？意 那我 ， 为 什么会首羡天庄扬州雕

版印刷木 、
宜兴紫砂工艺 这和我 的考古学背景有

关 ， 不 少著名考古学家均有深厚 的雕版印刷研究功

底 ，
．迦＿應驛 先生 、 宿 白先生 ，

宜鹤繫砂工艺 的物ｉｔ

呈现是紫砂陶器 ，其本身便最簿古学的研究对象 。

我带领学生采取 口 述史 的 ＨＦ究方式 、 对十位Ｈ

砂工艺传承人进行访谈 ， 繼救一 的 口述

资料 ． 集结成《紫孙 大Ｗ访谈录》

一

书 ，这是当

Ｈｉ重＆績？
＾
隱炉的一■复養尝试 ， 开Ｒ气之ｔｔ 。 獄 先

后开展 了紫砂 ，均掏 、堆花 、龙Ｓ烧制技术 ． 、戈化生态

等
一

＊列与宜轉贿繁相关的非物歲 ：玄 化１ 产研窕
＿

在ｆｔ基础上还进行了非 化遗 产
‘

国

家历史戈化名逾、

＿”

基础调研 。

＝

栽将宜兴视为 第二故

Ｉ，纪得有
一

年暑假
，
我帝＿＋乘 个学坐在宜兴？

调研 ４８ 天 。 宜兴非输质文化睡产 的持？关注与深人

研究
，
是我 盧文你懷＃研究 的重要 个 为我积

累 了款足珍贵的研究经验 。

几乎宜兴所有 的窑址 ， 我都齒了
一

遍
，
随着拼究

的深 人
．

，
薇产生了 

一

个疑问 ： 中 国陶瓷：史 中？以 ：表有

？
‘

宜兴窑
”＇

？
古代历虫女＿中对宜兴鲁类陶瓷器的 命

名非常芜杂 ， 诸｜ｃｒ宜＿ 

”
“

宜兴壶
”

＜４繪窮
”

＊歡窑
”

和 山陶
”

等 。 从＿持翁｜ １上讲 ， 寒造成了大＿圖
？

宜

兴陶器创造的不确定性 。

？
‘

窑 口


”

实 际上是揖寒特寒地域 生产的具育
一

定

自身原零）

？

、霸＿造爾 ，爾色及装饰和工艺特点的陶瓷

擧类 、 器种
，器 系

， 城考古学上说 ， ＩＩ实就是在
一

定时

空范围 内
＇

胃 自身特色 的某 彳 陶瓷文化共同体＇

中 国陶：議ｆｔ 的
“

窑 口
”
一 般都以窻窑 口 所在地繫大的

行敷区予 以裔名 ，違
：ｆｔ中 国窑 口命名的宝＿统 ，

它

表明
“

窑 口
”

是陶藤生产地域 、 生产拢乘襲统 、 生产产

品 系雜麗 由兹们构成 的某种综合性文化传统 的枭＝

成

概念？ 因而 ， 我撰写＾
？

宜兴Ｓ
”

初论》

一

文
，
５Ｔ 宜兴

窑
”

正名 ，并阐應雲＊＿与历：

楚 。

从方占论或研．究经验的 角 度上讲 ， 对非

化遗产ｓ深入ｍ考 ， 德够大大提升考古学研囊的认

知糜力 。 ＿命後勃都会在不 同程度上 ｆ呆留 当时的操

作系统与思维 系 或者说具＿
＇

物屢与非物屢的双

重龜
，
．赶年有学者提出

“

精神考古
”

，￡遵＃１ 中漏

活獻ｆｃｆｔ过程 ， 这展脅輸质文化 的 角度而言 ， 也

是值得肯定的 。

心

路

历
ｉ


薪
火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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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宇 ：
历 史学 、考 古 学作 为现代＃学在 中 国 有 着

近苜年或，逾苜 年的 研＾ 实践 ，

文化遗产 学辱为后應

之＃
，

与 这些 相 关学科有着怎样的关联与 区到 ：ｆ ｉｔ孢

言之
，
文圯邋产 学有何譬 ：科翁廣 ？

贺云翱
： 历史学科的象展可Ｍ划分为三 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是识．文字为 中心的文献史学 ， 第二 （ｆｔ段出

现了以实物资料研究 历史文
、

化的考古学 ，
第三阶段

则出现了文？遗产学 ，
：文化繼产愚人类历史上创造

并保存至今的
一

切文化ｆｔ存 ．

ｃ
：

■括猶
：

鱗最产 、 非物歲

繼产 。 历史学科的发觸義辑＊

，
首先悬史；斜＃１６暴 》从

女献到实 到活态的
“

非窀
”

占钭 其次是方

法１１的拓歷 ，从文献考证到地层学 、
类型学ｆｎ文花因

素分析等 ， 再到文化遗 产学更为 丰富的多 学科研穷

方法 。 再汝是范围 的拓展 ，嚴魏话截时鍵到人类历

史全Ｍ程 ， 再到 当下的鲜活 历史 最后是功能的拓

展 ，
女歲史学主要以 考值友书本知ｉＲ为迤 向 ，考

古学强化了历 史遗存的阐释与展示 ， 例如出親 了各

类博物馆 、 遗址 公园 文 ■化遗 产学则进
一

步拓展这种

功ｆｔ ， ＩＭＥ代人认知 、参与 ，
让未来人传承 ／盡茧－促

进某些非物盧文化遗产 的复與与创？ ， 让历 史更好

地走班现代． ．人 的生＿
文化遗 产学的 出親符合 历 史学科 自 身发 展规

律 ■延续与禽展 了馬史学科的ｆ值 ：将 历史学的研

究＿華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 支撑太类社会

的＿代化雄 。 历史学科的发展 ，体现了 人类雜永

平的进步 ， 鸾体雛了太类对历 史的需求 ，这种需求推

了学科变革与学科创新 。

文化靡产学所需 的知识背景是立体的 ， 溝对黎

繁复杂的 大千世界 ，
文化遗 产学研究必 然会渉 、及诸

多学 科 ，
涵盖历史学 、考古学 、 民搭学 ，

民族学 、
人 类

学 、艺术学和建：筑学 ， 等等 。 但文化遗产学 不也于某

一

方面的专门 化研究 ， 其学 术 目标赞有社袅性 、■代

性 ，学科指 向憙；观代
”

和
“

未来
”

， 即
１

如何让历 史上 ｆ呆

留至今的
“

文截摩麗
＊’

走向着来 、疆务未来 。 属獻 蠢

义上讲 ，食化遗产学试图实囉Ｉ类文化在Ｍ去 、今天

和未来的统
一

。

关于文 产学 的学科特窗 ， 鸯觉 得至 少存在

四 １

、方面 。 其
一

，文化遭产学是
一

门
“

发现
”

的学科
＞

发现某释
“

文化事项
”

的发生 、 发展 、流变慮式微 ：

，

能

够在不经意之处洞察戈 化生命体 、输ＩＥ文化历史 有

在文他遗产学诞生以前
＇

甚至充人？及 。 ； ＃二 ，

文北遗产学是破现代社会讀 ：展资源 的愛掘 ， 警多潘

ｆＫｌｔｔ或被视制？建遽信的 古代遗 产 ， 餐ＳＭ繼于

现代生活之外 ，
文他緣产学取予ｆｔｋｔｏ地ｆｅｖＳｆｔ价

２０ １ ９．
０ ５ 卷 方 夂物

ＨＷ ｔＦ ＊ＨＥ ＷＥ
３

Ｖ

２０ １ ０ 年 ９ 月 陪 同单霁翔 先 生考察 三 峡库 区文化遗

产保护 工作

值与发展空间 。 其三 ， 文化遗产学是基础学科与应用

学科的结合 ， 文你遗产在价值内涵 分析之外 ，连：要

进行齊学的 保护 ｓ ．认知 、 传承 、 创新与管道
，
从

而发育 出
一

ｔｊ慧大的社＿作体 系 。 其四 ，文化遣产

学会在人 类社 会的演逾中＊１来越多地 呈＊其价值 ，

生产力 及社会文明发簾水平越高 ， 文？：黯产 的稀缺

性价值就睡会凸显 ， 人１３对文化遗产 的精神追求魅
＇

＿強藏 １也是进年来文化遗产学蒙勤装展 的主靈

原因 。

肖 宇 ： 请想谈谍 Ｂ 前文＊遗产 ＃＃科建设的 现

贺云翱
：
２０ 世纪 知 年代 ，

中 国开始了 大规模的

Ｓ ；化遗产挺动 ．麵世纪之初 ， 氣ｆｆｃ遗产学在高樣中遂

渐兴起
，
誠遵年更是发展迅猛 ， 很舞高棧都开１ 了戈

化邊产学的相关课程 ， 并培 养硕士 、ｔ専士 ， 因而我ｌｌｉ

对文 Ｉｆｅ遗产学科的前景寒翁信心 。 但另
一

方面 ， 文化

邋产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 不应續尊的和经历百年

发展的 传统人文 Ｉｔ会学科＿比 ， 文化遗产学的萬續

處费在初级阶段 ，
还有 巨 大的学 术砰 ：

究空白 、 学科发

展空電。

目前高校 中
， 对设置文化遗产懿学方 向非常重

娜 而且呼声颇高 ， 但蜃回到＿課中家遞莱也存 在
一

些问题 由 于文化遗产学渉及面宽 、 跨学科的特

点 ，知识结截完＿＿教＿ Ｓ ｓ
理驚方扁成熟的教材 以及

相关专业课程？ 置 ，都錄于不断探隶念中 。 相对于

中 国经济发灣情況？文化遗 产事业发展需求 ，戈化逮

产学科藥換 、噚业人才培养略显乏方

交ｆｔ遺产学学 科麗繼 ，
至少 首两方面 亟需養ｆｆｌ

■力 ｄ 奠一 ， 緣育主管部 门 、国家有关部養和高校应

械缀友动 ． 雌应学 ：惠趋势和社会傷求 ． 勇于打雜原有

心

路

历
程

薪
火
相

传

１ ５
－



？
ｔ ＾Ｐ２ ０ １ ９ ．０ ５

学件ｆ
ｉｔ架的局限 ， ｒｔｓ

｜翁育及学 木本ｔｉ创新＾
其二 ，

：蠡戀师应稿舉参与文化蘧产学实践 ，將学科攀爆^

教书育人与案例实＿ 合１９来 ，
在具体而择人 的实

践中发现 问题、解块问题遠结经骑 、隻现知识 、提炼

概念 ， 从研究者的切身体会中褰步凝练 出学术研究

的路径 、 方法与理歡 ｅ

三 、 办刊兴学与学科教育

肖 宇
：
愁是 Ｃ东 南 文化｜的剜 办人和 編辑人之

一

，

请您 ｗＭ— 下杂 志的 刨 刊 过＿ 刊 物定位与 办刊 方

向 ？爆在主持Ｃ东 南 文化 ■辑部 ：斯 间
，
有哪＃ 办刊 ：

理

念与举措 ？

贺云翱 ：
１ ９８４ 年魏天 ， 南京博＿ ：院凌麓｜＿

一个

人 ：

女社会科学缘合性刊物 ， 关于刊名大家各抒 己见 ，

锗如
“

文博学报
” “

考古与民俗
’

灣 。 我也琢磨 出一＋

刊名 ，

Ｂ中
‘

东南文化
”

， 主要关乎两方面原 因 。其 ．

一

，裁

在南京大学地麗系学 习 时关注过
“

胡燥庸线＇ 即黑

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一銭 ，
将中 国划分为面向海洋

的崩南片区 、面 向内 「击 的西北 片区
，
而中 国大部分減

市 、 人 口与经济集 中于东南 片区 ，逸是中 国经济及文

化地理的重大发现 ， 凸纏了 中国东南地区 的重＿魔：

＿

１ ９９ １ 年冬季于 《东南文 化 〉〉
编 辑部

２０ １ １ 年 １ 月 拜访原南京博物院 院长梁伯泉先 生

刊物应以中 国 东南地域文化＃主＿研究方向 ，＿二 ，

这
一

樂合性刊梅所琢载 的研食视野 
＞ ：兼＃考古学 、 历

史学
、博物馆学 、民俗学 、眞族学和艺术学等 ，而研究

对象又涵盖犧质 、 技术 、制度和精補攀方面 ， 鐘宜以

“

文ｆｔ
？

＿括
， 这其实也源于 ８０ 年代的

“

文化羅

激
”

。 歡卜 ， ＿时 《考古与文齒》
已ＳＪ刊水 表西北地

区 ，
而东 南壇区也猶蕾

一

个恰如其分

刊名魄ｇ 
ｔ 《东南文化｝应运创刊 ， 揉们分别邀请

顾廷龙先生 、赵市卜初先生＿刊名 。 我靡时发誓 ， ｍ

＿ｉ东 南＊化》办成有别于《考 古 》 ？ ：文職》和 《．考古学

报 》 的优秀杂志 ， 载
一

开始就有？决．心与理想 。

携５ 年
， 《东南貪 ，ｆｔ》 第

一

植出版 ｉ前三觀以书代干 Ｉ

Ｊ
，

１ ９８７ 年刊 号襄獻 《东 商￥：化》 嚴式處为考 另刊 杂

志 。

我主持ｆ东南文化｜
镝鏞部期间 ， 在梁 白 泉先生

支詹下
，
有以下几 ，４＊刊理念与举措 。 第

一

＾論涛
＂

学

术者乃 天下 备器
”

的原 则 ， 竭力追求学术独立 ，按照

学愈遲想办刊 。 ． ， 在取稿上 ， 既求ｆ＿ ， 又求

扎实 ，
不论作者的 身份与资历 。 第二

，扶癖ｆｅ嵩青年

学 容纳不 同学术观点 ， 活跃学愈气氛 ，餘星灿

淳 、裴安平 兵武和吴春明等先生均是当年 《
东 南

女 化》的先锋作者 ， 不乏观最｜１镜鲜明 的文章 。 第三 ，

擴捉学术热点 ， 乃至促进学木儀点的形咸 专栏吸

引学者撰埼＃
这是

一＃学朮领新方式 。 刊懲域光＃＆

育学才＾更要 引颉学术 ， 編＿不 能被动＿輕 ， 应具

备学术前膽性与德敏性 。 《东南文化》专栏设置 ， 推动

了
一

些专？晴贫 的深入 ，
＂

ａ＃！


“

吴巍
：

文化
” “

文化探

録？长江文化
”
“

文化史论
”

和
“

ａ 代学＿谈录
”

等 。 第 四 ，搭擊学 术讨论手合 ．
组织学术会议

，

ｉｆｔｎ

“

早麗藤歡造 丨＿传系统中 曰 学术研讨会
％

长江 文

化砰究规划与协商会谈
” “

中 国 澳海地区古代文化学

术研讨会
”

５ ■

徐、 淮夷文化学术研讨 ＩＴ和
“

爾熟文化

命名》 周年学术研讨会
”

等 ， 以课識导筒ｉ带动组掃。

鳥１之
， 《
东南文 ，化｜ 拥有两方面学术特质 ：

一

方

面 ． 以．食愈为糊 ＊
在广 阔 的学本■域中 寻找

一

条互

＿径 ，从而？裝 、 ３额学 ：求意麗 破文博ａ子 的

局隨生 ； 另
一

方面 ， 以袁翁考古 为根柢 ， 旁覆其她食

化科学 ， 从而使考古学与相关学科交融竞辉
＿

＇

展瑰文

博 系统在学水阵营的独特作用 。

肖 宇 ； 痣廬来还主持创 办过一些應刊 或諫刊
，

诸

如 长江文张谂＆ 》 《餘莽遗产论坛 ＞〉 《太 表考 古 》 《中

国城墙
｜｜
古 陶 瓷學赛４＿４六朝 研 愈 ， ｜等 ，

均袭特质

鮮明 的刊 物 或类 为 学术 大灰祀提楼普及渠道
，

最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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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７
—

为 专题研處
ｉ

提供 学米平 台 。 刊救本光可ａ 釙ｉｉ 荸术

對 辦 ，
甚至其 本身 ．粳是一 秤． 米 ．

匈新 因 此 请谈一

谈您 办刊遂 您认为什 么禅的刊 物 才量葆有 学术

生命力Ｔ

贺云翱 ＊寞：露工作蓄或研究
＇

者办刊 物 ，本 身纖氣

其职ｉｌ
ｆ使 命使然 ． 责无＾纖家事 嫌而言 ■识Ｉ

子 白嫌氣麓遞財節：

只进 行鸯戦 》Ｍ？
Ｒ 、

．

鍵与 簡ｆ，

ｒＪ胃提升人类故文 程度 ａ 中１３ ＿孝木刊

鬚犧篸 ，
但考古文爾类刊物很少 ，这愚麗観２

—

。 着
＇

古食働类刊物以综含性刊物維 ，缺乏专门性ｆｉ

ｊ＿Ｔ

鎮泛二 。 ＿ＳＷ中 刊物：建滋任

ＴＯ？４ 、攀 纖她位均暫雖棚物纖

达 。 ＿古界＿眞发育 出 不同愈向 、 不同门 議的＿

志
， 參者在已有窨名刊物旗下按跑方典与ｎ类增ｆｔ

子期刊 ｄ否 则 ， 具霜赛轉量＾愈德鲁廳 ：玄＿龜■連

ｇ于大量
一

？！舌语；念 ：中
ｆ
＃＊值会输＃

＂

凌 ，
不調于

学＿＆面？５ 、 专门化发展及学术争鸣 。斑也籩进

＿一直在德各■专 Ｉ

＇

ｌｆｒ刊物編原氧 这项工作＿有

：愈±４

对于 ｆｔｆ物而言 ， 作者 、翁 逢＃是 ．＿心 的三

要素 ，襄电靈重要 的 自属 电者 ，
编音息组织者 ， 读者

则是培养出来的 ， 在
一

定的？？作者也是可以培

＃出＾勺 。 ＿
｜^
东 南文化 》

时
！ ！１

＇

先＿＿歸＿

最进 行＿ ，
了＿学乘＃哪塵鞭究者在从＃１ 工

＾菌

究 ， ＿蠢入＃潯 人 ，零塵人值薄＾寺 再进 ｆ予

＿与组賴ｓ 在衾
一

过参中
， ＿義需犟六量闻氣 需

襄有自 己 的研愈４ ， 需要与研宄者保特互动 ，其字

术潭织襲为Ｌ 

？
ｆ齩力 、呵题菅识 、前第馨Ｉ 只 ， 显鲁至

关麗要（ 癖者要在学承徽沿阵着曝作故 ，
而非在 后

方大宫接餐横鼠 ｐ 另 外 》
■麗＿社 ＊

＿犧錄歡義

性 ． 翁ｗ＿不悬＊ 自 己办 ，也 不思是龙学承圈 子办 ．

归 丰＿＾？＊为社髮办 ， ｆｆｆｆｉ養ｒ藤社会激負的趙繁

与需ｔ威獻觸约■餞？？者＿＿择：歌翟 ．裏駕

２０ １ ０ 年 ６ 月
“

《东 南文化 》创 刊 ２５ 周年纪念学术研

讨会
”

合影

２０ １ ９－ ０ ５

飽够歡犮学者潜在的学来ｆｔ造力 。 會辦參 ，續者与作

奢 的思维碰撞 、能够产生鼠好的学 ７
｜

％＿性
，＿？生

＃育朝造赞的驾章， 这墜文茸Ｘ ＩＩ＃绐予姨者学木

启 发与 引导 。 刊 的学 ：米ｆｔ＃．力在哪里 ？ 实际４？！；

－在作響 攀念中 ＊

■

＿现＿编者釣学本辑１Ｒ

怎中 ，
也体现在＿者与佗響 Ｉ

勺良性互动之中
８
＿现＿

刊物对读者的 ｌｉｆｅ启 发之中６
绝不眾现于过度量化

的 、 ．外在的莩术讦价饥制 ， 这种机 制在某种意 乂上否

走了学术ｆｆｌ ｉｉ力的多样性 ， 这应 当 弓瞧学 集

■Ｍ赢ｎ

肖 宇 ： ．蜊 才撻到 办刊遶程中 作者也是可 以 培

养餘 这如何理解 ？

贺云翱 ：

一

般而言 ， 奪音在研究过ｍ中 不■脆禽

已 有遂学求积累 －

、 研愈憧性 ， 敢 身知识体

藥 ？

ｖＢ 习體的学者并卞多 ，
如果编者庙办专栏具翁

创费盒说
，
麵＿ ？与集中编发的过卷中

，

术

＿＿一雜术引藝Ｍ
ｆ问题猶

義窗麗＿与探索 。 戲 ：？ ，刊物也儀翁着培＿＿术獻伍

的责任 考古 》藥首语 ＾
也 是

■
？

＿ 引龌緣慶龜＿０题 ；

， ｓ 丨 发对某想筒题靡思考

肖 宇 ： ＃术访谈是邈一 兔忠敏银导讀刊 物＃ ｐｊ

形式 》
尤 ．其是对著 专 蒙的 访谨

，
您 自 己 也做过不 少

＇

杳

试
，

？无 ＝織 过访谈者
，

也？ ：过被访谈者 ｔ请 您具体後谈

对＃ 术贫谈的 看 法
，

，如何理解这种学米体我的 价複。

贺云翱 ： 我在办＜〈东南文化 》 的过程灣观学术刊

？存在
一

个＿翁问题 ，

一过分＿谨 ： ， 不少学科带条

人 的前ｐ性观点 ，犧海与ｓ＃■脊 ＾
， Ｐ

、灘參范围 的

学术会议上 爲隹于刊赖 ｓ

若藥＿写＿中親

中矩的论文 ，剛艮难Ｋ映其冶跃的 Ｓ想 火花 。 所Ｈ ，

我考虑能玉； 用
一＃歡撒： 、 自 由 的方式

， ，篆映＿学

者 的所１祈． 》學冰访谈无爾是最佳 择 ：裁 ９ 逸择各领！

獅鑛縣人作焉豫灘者 ， ■如纖氣 ＿

＾張￡培 、严食明等 攀生辈 的年藝举者

作焉策 ＿代人之间 的对驚Ｈｆｆｅ更具 动

ｔ 访谈形式ｆｔ有面对面？聊侃 敵．１１

■＿雪震 不少 ． ｉｉｌｎ嫌戀冰 ￥
＊

＃ ？＃＿爾先生＿震

已威燦５典ｚ作 ， 访认需要带有研究 Ｉ生 ， 梁＆者

要有孝木 目 日＆ ， 甚蛋有些 冋题被仿谈者可糜４４未鳶

ｉ
ｆ？ ， 是栗ｉＭ戀出 的问鍵繼了被访谈■

 Ｉ

＿鐵１

被麵‘

学术访德的 价值＾义 ． 我窠褥至少雜灌

令方面 。 首先 ， 论文是学求观点与结龜愈鍵鐵

氣而德炎则是攀意麗號贼产 ＿諭虜ｆ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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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８
－

２ ０ １ ９． ０ ５

学术访谈ｍ鱗括的学者ｔ＃＃对象 ＾铜见其论述背

后的点滴思考 ，挖振他们的心路历程 ，
这是学養学术

积累 的另
一

面 。 其次 ，
学术访谈的主聲褒奢可能是青

年学人
，ｍ深学者的成长经历 、前沿ｍ点 、治学方法 、

理賴追求与学本；
ｔｉ守等 ， ■够给年轻学 人以重粟 的

示范ｊ＆鉴与 启迪 。 再魏 ，学 术访谈具有 口遷史的价

值
，
是以人物 为 中心 的当找学求史屬访谈者往 法餞

够琢蛱
一

个时代的学术特
ｚ

應 、 学求格局 。 我办 《东南

文化》 时有 个愿望 ， 将戈博领域的前沿学者访谈
一

遍
，？成一部 当代学求史 。

黄督军 ：
人才培养是．頷：办较 多 的 方 面

，
輿培养

了 不 少隹秀的碩博士 砑究 生 ，

也为江 苏文博 系统接

铺 了 大量：

一巍工 作者
，
在教孝 过赛申

，

如何＊ 学 生吏

加逸處 裹前文物考古工作 的殲參 需要ｆ

贺云翱
： 彘真的 ，我喜欢当劫ａ

 ５
喜欢讲课 。 大学

二年绥
，
我在 安青燉遗址考古实 习 ，藤上繪媸方文

物工作者 田野考古知识 。 从 １兜４ 年开始 ，蠢Ｉｆｅ

惠姓普＿党楼 、省飯机关党校 、
江苏广播龟视大学和

南京职工大学ｆｆ辕
“

中 国通史
” “

古代汉语
”

， 后来又

在东南大学 、 南京师范大 ［南 京大学 擇
？ 江文

化
”
“

爆＿古
”
“

古代玉器
” “

编辑学
”

等课程 。 可以

说 ，
我从毕 卟 后挾没有停止过讲顧 。

？ ０２ 年回 母校丨 ＊＃后 ，
栽

：窝现高校教育与行业

需要之间存在错位 ， 大学主要培养的是考古学 、＿
馆学 的专业人才 ？却德＃输送文物鉴定：人才 ， 病曾参

与南京市文物鉴定工作 ， 参植 多 司法鉴寫＾穆

定级藥定 ， 深導这方爾人才 的匮乏 。 另
一

方面 多

基层戈 工作者 ，并非专业出 亟需专业知识 的系

统培训 。 于是 ，繫和南京大学继攀参育学院合作 ，
开

办文＿定方向 的专升本 ， 为全国各塌峯层 文物工

作者的培养与提升提供途径 ， 至今 已有 １０ 届学生 ，

每届学生大多超过百人 。

在硕博士的培养方面 ， ＿爾学生比较 ， 学

生可 在自 由状态下寻彌研究课繼 ，
甚至允＃他们

２０ １ １ 年 ８ 月 参加南京大学历史 系博士 论文答辩

失畋 、
．起

１麵 师生之间 亦姉亦友 ，平等 的探讨学问 ，

老 ｜

丨＿勺责任就是ｔ讀為柄 、成ｆ
ｔ学生 。 ｉ＃

：

究学术的独

立与 自 由
， 爾隹创造性工作 。 稗喜欢和学生谈

或者我本身就带夸理想王 之 色彩 ， 这是时＿〒 我

们－ｆｔ人 的宝贵财富 ， 希望能將这一财富 丨专递给学

生 ，这在大学教育 中至关重蘩 ９如何培养具有 主

义情怀 业知 ｉ腹麗的青年知识分子 ， 既是对大学

教育ｆｔ挑战 ，也悬我追求 的教育 目标 。

：大学教育有其 自身纖律 ， 并形處
一

套相对数窺

的课程体ｆ ， 但社会对人 才 的需求往往是灵活多变

的 。 学非街用是很正裳ＩＳ事 ， 大学藪的是基本理论与

方法
， 关键还在于持续不断 的 自栽学习 ， 以遙应时代

的 发展 。 另
一

方面 ， 大学也要＿参与社会合隹Ｗ

究
，
自觉回 应社 会实践的变 化 ， 回 答时代命露

，

形成

大学与ｔｏ会拍 良性互ｉ 春
一

点
，
繼在是全球化时

？＾＿们还要推动学生形成国际性学 术视野 ，
形成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蒹备的学者情怀 。

黄督军 ：
世秦遗产教曹是恁 关 心和

＇

揭导的教 育

内 容 请您谈谈 高校世界邊产 教育 问题 ￥

贺云翱
： 之所以倡导世界遗产敦育 ，

原 因主要有

三点 。 首先 ， 管理、法律 、 资金 、科研 、 科技和雜育等 ，

均是世界蠢卢事业 參条件 ， 萁中教育是贯穿各

类条件 钩重要因倉 ， 甚至可以谥 ，世浮＿产教育是世

界．蠢产事业杂 展 的关＿性动力之
一

。其次 ， 在世

界 业的实＿試程中 ， 联合 国＃科文辑戰
一

直

＿为重＿世１＾鑛；产教育 ， 这在 《世泰細 ；

保护

非物质文 化遗产 ＆约 》等 囯际文 件精神 中均 育体现 。

再次 ，
高校担负培养国 家优秀人 的 责任

， 青年大学

生以后 会成为各Ｒ各业的靈纖 ，：

有的还衾：騰人麵嘗

部门 、 政府管理机构 ， 因而年轻大学生对世界遴产 的

认知程度 对世界褒产 ｆ呆护具ｆ长逸 价值 。

２００４ 年 ， 第二十八疆銳霧羅产委员会会级通过

了 ＜世界遗产青少年緣育苏賴宣言 》 ，标志 中国世界

耀产教育 的突猶 Ｉ生发 ；＿８ ．

当时我遥参＿了这 个宣言

的讨论 。

一吉面
，教育＿将世羯遨产藪育纳入 中学历

史教学 。 另
一

方面 ，
不少 高校加繫了 世界遗产隨最

育 、研究与涛播工作 ５ 倉＿ 高校还开设了世界遗产 的

本科课程与研究生培參方 向 。

高梭世界１１产藪育 ， 首先要向年轻学子 传递世

界邊产事业所蕴 含韵对，人＿ ：文明 的先进通念
，

外还应承担多项任务 ： 为 中 国 的世赛遗产事业发虜

■崔经过 系统培养 的中 、 高级青年人才
ｉ

＆置与世界

逄 产事业发瓌相关的科研＿
，
并向社会＿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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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１９ ． ０５ 秦 方 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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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Ｖ

世靖ｉ产碑究 的新成果 ；
通过专业出版家 ［大众 传媒 ，

向社会传Ｊｉｉｒ关世界＃的 正确理念和准＿知识 ＆

通过参与政府 ｆｔｊｆ和 自 身理性科学 的社禽｜１
范 行

为 ，
为推动世界遗产事业的健康 、 有序象層做出 表

率 ； 参与 包括世界遗产在内 的文化遗产 ｆｆ炉工程的

实施 。

四 、 公众考古 与时代担 当

肖 宇
：

目前 ，

公众考古在繁蒙的表象卞腾 伏着＃

许Ｓ壤 ，
诸如

ｉ
公众考 古 实霉號于 形式或趋于 同质 ，

公共考古研究疏 于裡 论攥索 。 考古緣现 与 考 古 学研

｜￡并未以 自
：

觉 有 ｉｔ的 姿态转译 为公袭知识 ，鐵入公

众生 法 ？镇域 ｐ 您怎么 看待公众考 古 ？

贺云朝 ： 公 众考古可 为 ．将籩古学 的£ 业

知识＿｜｜为 公众 知识 ， 并種 公 ＜
？获 得参与感和知识

陶冶 。 公 众考古实＿在中国出辄賴寿 ■

， 有＿进行过

麗觀与考证 ，
但近十来年才禀正引龜普遍重雛ａＩ 众

考古实质上是考古科学的普及化 、大免化 ， 是民族科

学素养的餐体提高 。 知识分子承担两＿壬
， 其
一

是

学术研究 ， 展现科学傲簕處樂和科学＿的 质量 ， 其

二是知识普及 ，对 大＆理性精神、 忖学＿的 培育 。

从＃称意．

Ａ上讲 ， 备愈考古还麻及民主ｆｔ何慧．
Ａ类

民主ｆｔ是知识从畲处向條处麵 的ａ程 ， 马盍思有

一

观点 ：
无 产阶级真正 的贫困是＿的 贫困 。 因此

，

考古学家应有更加强處■公共意识 、
－使命氣如果龜

们ｔｔ．

？又封闭在学术圈搞研究 ，
而无法嗅ｓｆｃ大焱 的科

学考古翁识 、 文化遗 。 那致
，
考古学的长远德

康蒙展难以得到 ｆ呆障 ， 考古学的 目标价值也堆以实

现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

南京市 民学 堂
”

科普讲座后

为 听众签名

有
一

ｆｌｌ值关注与 反思的现买情况 ， 大量ｍ盗

墓 、考古 为题材的也縣或參视作 品 ， 在 当 今社会广 受

年轻人追捧 丑曲 的馋考古知识模糊了 公 众的

常识鉴前＿力 。 公 众％古 的科学贫 、 大众化程ｆｔ幾有

达到社会正 当需求 ， 伪科学 Ｉ会滋生 、 传癢 ，
甚至 占

据公 众的知识常识 ， 科学ｔ古学 反而跌落至边缘地

带 。 无 须讳言 ， 问肇在于輯们考古工作者的失语与缺

位 。

从攝个人的实＿ 角度 獴主持＿的 几乎所有

重＾８ ：

址
． ■戴ｉｉ德之保存下来遽歎 保单位或議

址公园 。 作 为 址 的发＿者 ，
（Ｉ？有—份載

￣ ■你

同时也是嫌址的 ｆ呆护者 、 展示赛和相关知识 涛播＿ 。

以證＊
我还曾微过一 ｔ文化遗产科普网站

“

华夏遗产

网 、后 来又？办《大ｆｔ考古 》
．

。其买 ，很多人都受益过

这棒一批公共普１杂 ；＆ 儒＆ 《
大 科学 》 《

大 众电

影》和＜ 
大众医学 》 。 在办 《大众考古 》过程中 ，集们藤

到最大？ 丨可贏是？乏 合造■ 作者 ， 即便对于
一

些倉

学求影响力 的考古学家而言 ， 荽写出深人浅 出的 文

章 ，
把专业语言＿＃始大众语言 ，麵具挑雛 。 再

进
一

步讲１ 中 国考古界将ｆｔｅｉｆｆ ｉｉ威果努力转化为

日 常知 彳贫齒研究者 ， 可澹凤毛麟角 。

目前
５
公众考古确实存在明显瓶

＇

颜 ，我们可以从

两方面尝试
“

突围 、
一

方面 ， 考古行业缺乏
一

審机＿

来她动备众考古 的全面发展 ， 包括制庚性安排 、
人 员

渔置 、成果评价和奖励办法 ， 睾寧ｓ 大＃数考古 丨＿ ，

緣會专 门的公众考古人员 。 在
“

文旅结合
”

的 背景下 ，

＃望推动这方面 的机制性建设 。 另
一

方面 ， 咨 众考古

ｔ其 自身 的知恨体系 ，
并非语言通俗 了 、 内容轉化

了 ，

＇

就能达嚮公 众考古 的全部 目參 。 举例而言 ， 《十万

１

、为什 么 》虽德语言十翁通俗与朴实 ， 但爾构 了
一

套

完整謝轉学＿体系 。 公 众考古绝非简单的 宣传 ＊潘

解甚至搞兴 承载着科学 、理性 的关于人类历史的

知
ｉ
ＥＰ：顯与价值现^

肖 宇 ： 隹有不 少研 究 工作是周 織域市文牝 内 通

的據掘 与 倩承而展开 的 ，
诸如肩 史文依 城的 申报 、

城市文化邋产 的规划 ，或
．是 明 清瑪墙 的＃＃ 、

地域特

缘工 艺 的传承
，
请谈谈文ｆｔ遗产如柯助 力 碧 代城 市

建夜与 文化发展 。
近年来 ， 蹲着

“

文 化 刨 意
ｈ
文旅雜

舍 的槔 索
，

文化遽产为城 市经 ■济发展秦Ａ做 出Ａ有

之贡献
，
请遨

一

并谈禳 。

贺云翱
：
当前 ．截市发展 中普ｆｔ審 在１成市特 色

危机＇最直观的 表瑰
“

千城
一

面
”

市文化 品

质亟＿提升 ， 市民文化汰同度和文ｆｔ凝聚力明 显下

緣 。 突萁原 因 ， 是雜成市文化遽 产缺宏科学认知 、 有

敎 ｆ呆护＿承谨＿ 。

：文ｆｔ遗产助力诚市发展 ，
在我着来是 个实＿

心

路

历
程

薪
火
相

传

１ ９
－



＾ ｔ ：

．＊２ ０ １ ９ ．０ ５

２０ １ ３ 年 ５ 月 因
“

南通唐 闸历史工业城镇
”

课题考察

张謇遗产

翻题 ， 因为 不同 Ｓ攀和Ｉ
＊市＿文化鸾釋 、历 史轨＿｜１

发展现Ｓ千差万别 ， 需■在实＿揮索中 因拿而论
．

，
因

城而论 。 文化￥产研驾是爾城市价值的发现 市发

展资本涵盖 自 然 、入力Ｖ金融及文化等请多方面 ． 文

化遗 产的价值具言ｍ性特点 ，
在未揭示之露＜谨至 不

为人 知 ，通过研究 、離释和开发 ， 就曹可靡成翁重要

的域＿化资源 ，陚予城市空间食化内滅＿響蕭 。域：

市以文化糖鍮赢 誠市是文化的 中心 ，癒＿＿质的 ：＿

砌
，
当餘爾门不 鐘过翁：蒙来表达文他。 所以 ，像

城市文化績产研究 ， 需要
＇

奮
一双響于发现的眼着》

在城市发讓＾社会进步、过程中 ， 物１生产迅速 素

馨｝ ，精神生￥臟不上输质癒产邋魔 便会导致我们身

办封銳》 从发展趋势！判断 ， 文＆淸翁的 占比会越来

撼＿５． 重 ：ｆｃ产品 的质量襲求也蠢龜条齡高 。 那 么
＞戈

化邋产在新的生活背景、经济结Ｉ＆之中 ，
必片要转化

为社会繁雇资源 。

过去存在一雜顧见 ， 考 古学或文ｆｃ遙产学 的妍

不应服务于旅游经济 。 在文ｆｔ 、Ｍ紙．旅游
一

体此的榕局下 ，
我们有赵要转变观氣 ：

文從逢产 不ａ

局限于象牙塔之 中 ，
ｉｆｔ＃敷人妍究与欣赏 。 Ｒ要我们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调研湖北兴 山 县 昭君村文化保护 与移

民安全移址工作

心 怀人类福祉 ， 为 了社会的进 无论是做研究 ， 还

是兼顾
ｗ

文旅结合
”

，都１Ｓ有违背学术构 ：衷 。 当＿ ， 前

提是要微歸文化瀵产的基础研食 ，
坚持 ｆ擎护第

一

，
否

则会出大冋 卄么是
“

经济
’

巧 我瓔辉韵
“

■霄
”
是

国济Ｍ＇将文化遗产转 ．

ｆ七为１国 济駕的资源 ．
是

一

种晴ｆｔ担 当 。

观念的转变 ．会费动考古学 、 文＿产学工作方

法的革新 。 我们的 发挪与研究工作 ， 不事单单以报

告 、翁重 为最Ｉ冬 目 的 ，
而应思．考文 ｆｔ養，

产 城ｊｆｔｔ．

明提供怎样？价值 ，
以何种途径将学＃价值转化考

现实价值 。

肖 宇 ： 新时代 ，
文 博工作者書责任哀面 时代命

题——
“

让 收藏在傅
＝

物馆里妁文物 、 陈 列 在广 阔 大地

上 的遗产 、 书写 在 古籍里 的 文 字都＃起来
Ｍ

， 巍们Ａ

当 如何理解文伥遗产 价当 代Ｊｒｔｉ？ 文擊遗产 的普世

价值是什 么

贺云翱
ｓＳ ：化塗产事业是个创新性事遍 ， 对文 ？＆

逢 产的每一次发现与Ｗｖ都是Ｓ当代价值的呈輕
，

正如历史总是常读常 所以 ，傳物 馆里的文物、 大

１上 的遗产和 古＿里 的竟字 ， 都可以 不断地被＿ 代

Ａ 阅读和阐释 。

从 广泛拿义上讲 ， 盡们 的生活离不 开文化遗产 ８

或者 ｉ致我 生活在文化遗产之申 培作物 、衣食

习１賈 ｆ趙入顚关系 、 话语 系＿８
都禽 不 开文佑邋产 的

箨养 。 所以 ， 让文化＃活起来 ，是让文化蠢产更好

的支撑我ｉ 的生活 ， 并以保垆文化遗产 为前提 ，形成

全民性意识 ，
使物质与精神共荣 、 历史与＿代和靜 ＠

文化遗产 的普 世价值是 教觉得这和人类

的寻樞章 彳黎戚權关 。 所有动．之 中 ，雎独人类拥有

自觉酏寻根 和寻機行为 ， ⑨炊存在于每个人类

１
、体》而且存在于每 国家 。 人类的寻栂貪Ｉ只 ，

２０ １ ３ 年 ８ 月 因
“

丝路遗产与可持续发展
”

课题赴新

疆考察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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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程

薪
火
相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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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到
？

生命根＃ 的传承 ， 是对既往 岁 月 的感恩 ， 是对兴

亡更替的霧策 ，
是对历 史趣律 的洞感 ｓ

．

是对真善美爱

的追寻 ，
是对无限未来 的向 往 。 对于 自 然现

．． ｓ奪们

可鼠在实翳室 中 反复试鐵、重复验证 ， 但对于入类社

会 ，
由 于每一ｆｔ人寿命的短暂 我们无法Ｓｆ入类历史

羅行直接观察 。 文化遗 产作为人 类文化及文明时＿

体
，
是人类历 史 ｅｍｉｔ记录 ， 从谓为 当代人呈辄出观

察历史 Ｓ分享文 ：化等多方面价值 。 人＿见的 产生 ，

羅．于视野的狭 窄 ，節只？局限５食化的 ，
不 同属

族和 国家的文优褒 ：

产 突破了时间 、
空间与实钱对人

类的 制 ， 让我们看露更加浩翁的世界 、更加博大 的

人生 、更加多样的可能 。

肖 宇 ： 恁始终主张科妍ＡＩ； 参极为 ＿ 家和社杳

服务 ，
寻 求孝术研究与 社会服务的結合之邀

，
探索考

古 学 、文ｆｔ遗产 奪如愈 艮哺文枨建设
，
这在丈博專为

４ 们树立 了 标杆 。 瘓 为何如＊重视学术研究 与文 化

建遗之河的 互

贺云翱
：

与我 的价值观有关 ， 笃信
“

知行 合

一

％将社会价值置于 个人 价值之上 》 如枭某
一

科学

事业 不龜推雨人墨幸福 ， 那么这
一

学科就丧失存在

獻Ｉ 。義脅＃廉完處 的文拿或书稿 还有寵＃ 自 己

蠢？鐘的学术问题 ，＿乏时 ｜

＇

＿＿入研究 ，
而选

｜｜
优

先去做那．更具社会愈立竭＿８

文化＿设是我主＃禽病额域 ， 文化视＿是＿

察 的重要 角度 ， 考古学 、文化遽＾学 是我探讨具

体 的和入学科 。 社会的运转主要 包儀政？舍 、 经济

和文ｆｆｉ
，
考古学 、

文化遞产学 的应項锁域集 中 于文化

藝繁 。 对文化＿歡的基础性研究 ．
使我认识到Ｉｆｔｆ；

会的馨些方面需要考古学 、
文化遗产学去支彎ｓ 我们

国家 ｉＡ
＊ ‘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

． 到
“

四位
一体ｗ

“

五位
一

体
”

建没 ，
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 ：

“

没有高度的文化 自

信 ， 没有文化故繁荣兴盛 ’ 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

”

这彰显出文ｆｔ ；建设的地位愈发突ｆｆｉ ， 理应引起

：貪ｉｔ科研工作者的重视 。 逛年来 ， 我提交 了 不少与文

化蠢衰相关的全国政诂提军 ，渉及＃利文 ｆｃ遼产 、 大

肇河 文化带 、 历 史文 化名城名镇 、考古事业发ｆｅｊｌ

纏文路文化、 革ｆｅｔ输保护利用等等 。

肖 宇
＝

： 与 其说您穿棱于考 古 学 、
文谁遗产 学 、地

域文化 史等学科之 间
，

毋 宁说是将诸 多 學科熔 于一

炉
，
＃雄考察文化 事 项的 复杂体 系

，
揭 示 文化 奥义 ，

ｍ

会通
”

是您的 ＃求＃廣之一 。 关注 丈枨的代谢 、讀

ｔ ：

、
传承与 复兴

，

自 ；ｆｅｉ
ａ纲文 枨 阐＃锜 现 实使命

，
歲

２０ １ ９． ０ ５ 秦 方 入 物
剛Ｆ？Ｎｅ 

ｖｔｏ ｖ ？Ｖ

行
“

知行合
一 这是您 学术 实 ．践的 另 一 面

ｓ
最产和 历

史 ＃后 的主角是人类 本身 ，对邃产 和历 史的 关怀
，

＃

根结
＇底是对人类 的关 怀 ｓ 请您攘谟 自 己的 文化观ｅ

贺云翱 ： 在研究过程中 ， 我对ｔ化有三点信念或

感悟 。 ？ 从爆球 的诞 生到生命的 肇始 。

，
到灵长类

动物釣演 智人的初蒙 ， 専到 人类文化的ｆｆｌ攀和

发 ；＿ ， 存在内在 的逻辑关■ ，可雛活 为 ： 从
“

天道
”

到

“

人道％再到
“

文道
”

。 人类文化 的
“

文道
”

遵 循
…

人

道
”

＇

識人 的
＇

吃 穿住 行 、 生老病露、藝暴哀乐 、 ａ欢 离

合等等？ 

“

人道
”

，
则遵循宇宙暴转的

“

天道
”

。 其二 ，

“

文化
”

是人类本质 的呈现 ， 离开文化便无所谓人 （文

化 ｆ？吏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 ，
也能在未襄＿ 人

类摆脱启身发展危机 ？ 研 究文ｆｔｓｉ是研究人类的本

质
， 以 ：ｓ ： ：＆麵角来洞欒人 类社会

＇

Ｉ＿ｉ里过程 ， 发繼
‘

机＿
？
探求规律 。 其三 ，

‘

１１谓古今殊
，

异代可同调
”

，

古今皆是一张 ．？
一

于女祀睡編獲者 。 当参们沉浸于

某
一

文
■

化事项 的惠考 ， 使会进人 ：
宏大的时＿链｜｜之

中 ，思维食梭于古 ｆｉｋ规代与未来 。

肖 宇 ：秦的研 ：究散Ｉ考 古的 文化 ，
亦是文化的考

古 。 有 的考者 ：通过博大而 至精戴 有 的 学廉通妓精深

而 至博大 ，
：

您属于前 ：者 。 羡參 ，
再我 ■感谢盤拨冗接壶

访谈 ９

附 记
：
本次 访谈 由 《 南 方 文 物 》编 辑部 周 广 明 先 生 策

划
，
访谈大 纲亦 承其建 议 。 ２０ １ ９ 年 ５ 至 ８ 月

，
贺云 翱 先 生

于南 京大 学 文化 与 自 然遗产研究所数次接受访 谈 ， 不 辞辛

劳
，

访谈时长 十余小 时 。

附录
：
贺 云翱 先生 主要 学 术成 果

＿

、
考 古与 文物研究

１ ．贺云＿原始人裘 居住 ｔｆ阮愈逑＆ 南京 １＃麵麗编 ：

《南京 ＾刊 》 ， １９Ｓ２ 年 。

３ ．贺云 翱 ： 《吴 国城市建獲逢｜各 》 ，
江苏省考 古学会编 ：

《江苏省考古 学 －考古论文选 》 ， １９８３ 年 。

３ ． ｆ云麵 ？ 《谈谈实验考古綱》 ， 南京请＿院编＞１： 南京

博物院集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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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廖望春 、贺云翱 ： 《略论金银器物的艺术语 言》 ， 《江

苏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１ 年第 ３ 期 。

８４ ．贺云翱 ： 《屋檐 上的 艺术——古代瓦当鉴藏专题》 ，

《东方收藏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１ １ 期 。

８５ ．贺云翱 ： 《从六朝莲花纹瓦 当探南北朝文化 交流传

播现象 》 ， 《东方收藏》 ２０１ １ 年第 １ １ 期 。

８６ ．贺云翱 ： 《
一

代风华 两位女杰——女考古学家曾昭

燏和游寿先生礼赞 》
，
贺云翱主编 ： 《女性考古与女性遗

产 》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 １ 年 。

８７ ．张萍萍 、贺 云＿ 、周桂龙 ： 《江苏宿迁区府广场五号

西汉墓发掘简报 》
，
贺云翱主编 ： 《长江 文化论丛 》 （第八

辑 ）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 ２ 年 。

８８ ．贺 云翱
： 《 南朝

“

贡瓷
”

考——兼论 早期
“

官窑
”

问

题 》
，
《东南文化》 ２０１ ２ 年第 １ 期 。

８９ ．贺云翱 、 邵磊 ： 《南京石头城遗址 １ ９９８
？

１ ９９９ 年勘探

试掘简报》 ， 《东南文化 》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

９０ ．邵磊 、贺云翱 ： 《南京铁心桥杨吴宣懿皇后墓的考古

发掘与初步认识 》
，
《东 南文化 》２０１ ２ 年第 ６ 期 。

９１ ．贺云翱 ： 《六朝文化 ： 考古与发现》
，

生活 ？ 读书 ？ 新

知三联书店
，
２０ １３ 年 。

９２ ．贺云翱 、 翟忠华 、夏根林 、 冈 村秀典等 ： 《三至六世

纪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 南朝铜器的科技考古研 究》
，
《 南

方文物 》２０１ ３ 年第 １ 期 ，

９３ ．费和平 、贺云翱 ： 《试论江西出 土宋代石室墓的形制

与意义 》 ， 《南方文物》 ２０１ ３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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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

２ ０ １ ９． ０ ５

９４ ．贺云翱 、 王碧顺 ： 《宿迁市灵杰山汉墓群发掘 》 ，
江

苏省文物局编 ： 《江苏考古》 （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１
） ， 南京出版社 ，

２０１３

年 。

９５ ． 王碧顺 、贺云翱 ： 《泗洪郭 嘴汉代墓地发掘 》
，
江苏

省 文物局编 ： 《江苏考古 》 （２０ １０
？

２０１ １ ） ，
南京出版社

，
２０１３

年 。

９６ ． 贺云翱 、 周桂龙 ： 《南京市 清凉山 石 头城遗址发

掘 》
，
江苏省文物局编 ： 《江苏考古》 （ ２０ １０

？

２０１ １ ） ，
南京出版

社 ，
２０１３ 年 。

９７ ．贺云翱 、周桂龙 ： 《南京市玄武湖明代黄册库遗址发

掘 》
，
江苏省文物局编 ： 《江苏考古》 （ ２０ １０

？

２０１ １
） ，
南京出版

社
，
２０１３ 年 。

９８ ．贺云翱 、周桂龙 ： 《南京市雨花 台区小行里尤家凹墓

地发掘》 ， 江苏省文物局编 ： 《江苏考古 》 （ ２０１ ０
？

２０１ １
） ， 南京

出版社
，

２０１３ 年 。

９９ ．贺 云翱 ： 《南京出 土六朝瓦当与建筑功能区 的关 系

分析》 ， 《韩国瓦学会 国际讨论会文集 》 （韩国 ） ，
２０１ ４ 年 。

１００ ．秦伟主编 、贺云翱副主编 ： 《原始瓷器研究》 ，
故宫

出版社
，
２０１４ 年 。

１０ １ ．贺云翱 、邬俊主编 ： 《中华 国宝图典 》
，
山东画报出

版社 ，
２０１ ４ 年 。

１０２ ．贺云翱 ： 《谈瓦说陶》 ， 南京出版社 ，
２０１４ 年 。

１０３ ．贺云翱 、王碧顺 、路侃 ： 《明孝陵下马坊区域考古勘

探简报》 ， 《南方文物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２ 期 。

１０４ ．贺云翱
： 《

“

宜兴窑
”

初论 》 ， 《东南文化 》２０１ ５ 年第 ４

期 。

１０５ ．贺 云翱 ： 《 中国 出 土 ３
？

６ 世纪文字资料概观 》
，
日

本 明治大学 主编 ： 《 古代 学研 究所纪要 》 （ 第 ２３ 号 ） ，
２０１ ５

年 。

１０６ ．贺云翱 、费和平 ： 《蒋赞初 》
，
钱伟长总主编 ： 《 ２０ 世

纪 中国 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 （考古卷第
一

分册 ） ，
科

学出版社
，
２０１ ５ 年 。

１０７ ．贺云翱
： 《汉晋时期中国佛教艺术的考古学观察 》 ，

秦臻主编 ： 《佛像 、 图像与遗产——美术考 古与大足学研

究》
，
重庆大学出版社

，

２ ０１６ 年 。

１０８ ．贺云翱
： 《近年来六朝都城考古 的主要收获 》 ， 《东

南文化》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

１０９ ．贺 云翱 ： 《概说宋瓷 的特质 》
，
《东方收藏 》 ２０１ ６ 年

第 ６ 期 。

１ １０ ．贺云翱 、王碧顺 、晁剑虹 ： 《宿迁市三台 山森林公园

墓地发掘 》 ，
江苏省文物局编

： 《江苏考古 》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 ５
 ） ，
南

京出版社
，

２０１ ７ 年 。

１ １ １ ．贺云翱 ： 《研究中国古代砖官窑制度和明南京都城

垣 的重要史著》 ，
贺云翱 、 郑孝清主编 ： 《中 国城墙 》 （ 第

一

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 ０１ ８年 。

１ １２ ．贺云翱 、
王碧顺 、周桂龙 ： 《南京市江宁区船墩遗址

发掘 》
，
江苏省文物局编 ： 《江苏考古 》 （ 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７ ） ，
南京出

版社
，
２０１ ８ 年 。

１ １３ ．贺云翱 、王碧顺 、周桂龙 ： 《南京市清凉山六朝石头

城遗址发掘 》 ，江苏省文物局编 ： 《江苏考古》 （ 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７ ） ，

南京出版社
，

２０ １８ 年 。

１ １４ ．贺云翱 、陈思妙 ： 《中 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专题报

告 》 ， 《中国 海洋文化蓝皮书》 ，
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９

年 。

１ １５ ．冯慧 、贺云翱 、路侃 ： 《南京新出土六朝钱纹陶器瓷

器标本研究》
，
贺云翱主编 ： 《古陶瓷学论丛 》 （第

一

辑 ） ，
江

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１ ９ 年 。

二 、 文化遗产研 究

１ ．贺 云翱 ： 《博物馆与考古学》
，
《中 国博物馆 》 １ ９８７ 年

第 ３ 期 。

２ ．贺 云翱 ： 《文化研究在社会历史类博物馆 中作用刍

议 》 ， 《中国博物馆 》 １９ ９３ 年第 １ 期 。

３ ．贺云翱 、廖锦汉 ： 《明孝陵规划设计思想蠡测 》
，
中 山

陵园管理局 、南京孝陵博物馆编 ： 《明孝陵志新编》
，
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４ ． 贺云翱 ： 《走向 世界文化遗产 的 明孝陵 》 ， 《钟山 风

雨》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

５ ．贺 云翱 ： 《世界 文化遗产明孝陵解读 》
，
南京大学文

化与 自然遗产研究所 、 孝陵博物馆 ： 《世界遗产论坛 ？ 明清

皇家陵寝专辑》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６ ．贺云翱 ： 《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 的综合研究及个案分

析》 ， 《中国 文物报》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 曰版 。

７ ．贺云翱 、王前华 ： 《明文化与 中 国 的世界遗产 》 ，
中 国

明史学会 、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 ： 《第十届明史国 际学术讨

论会论文集 》
，
人民 日 报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８ ．贺 云翱 ： 《漫漫
“

申遗
”

路 》
，
中 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

办公室等编 ： 《难忘火红年代——建设者 口述历史》 ， 中共

党史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９ ．贺 云翱 ： 《文化遗产 中
“

传统技艺
”

之思考 》
，
贺云翻

主编 ： 《长江 文化论丛 》 （ 第四辑 ） ，
中 国文 史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１０ ．贺 云翱 ： 《关 于中 国 世界遗产教 育问题的 思考 》
，

《世界遗产 》 ２００７ 年创刊号 。

１ １ ．贺 云翱
： 《文化遗产学初论》 ， 《南京大学学报 》 （哲

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

１２ ．贺云翱主编 ： 《紫砂大师访谈录 》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１３ ．李洁 、贺云翱 ： 《江苏文化遗产对江苏经济社会的贡

献 》
，
南京大学文化与 自然遗产研究所 、 明孝陵博物馆等

编 ： 《世界遗产论坛》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１４ ．夏增威 、贺云翱 ： 《江苏省世界遗产保护体系 的调查

与初步研究》
，
南京大学文化与 自然遗产研究所 、明孝陵博

物馆等编 ： 《世界遗产论坛》
，
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１５ ．贺云翱 、周钰雯 ：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 国世界遗产事

业——第三届
“

世界遗产论坛
”

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 ，
南京

大学文化与 自然遗产研究所 、明孝陵博物馆等编 ： 《世界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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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论坛》 ，
科学出版社

，
２ ００９ 年 。

１６ ．贺云翱 ： 《为 〈 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萃 〉出版而

作 》
，
《中 国文物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版 。

１７ ． 洪雅 、贺云翱主编 ： 《陶都文化探胜》
，
文物出版社

，

２００９年 。

１ ８ ．贺 云翱 ： 《江苏省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建立 的 调查 与

研究 》
，
江苏省文物局编 ： 《江苏省文物科研课题成果汇编》

（ 

２００３ ）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０ 年 。

１９ ．李洁 、贺云翱 ： 《江苏省文化遗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贡献 》 ，江苏省文物局编 ： 《江苏省文物科研课题成果汇编》

（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 ．贺云翱 、蔡龙主编 ： 《滨江明珠——南京幕燕滨江风

貌区历史与文化》 ，
译林出版社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１ ．贺云翱主编 ： 《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 》 ， 南京大学出

版社
，

２０１ １ 年 。

２２ ．贺云翱 ： 《走近
“

文化遗产学
”

： 问题与对策——贺云

＿教授专访》 ， 《东南文化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５ 期 。

２３ ．贺 云翱 ： 《对加强我 国区县文管所基础设施建设 的

建议 》
，
《中国 文物报 》 ２〇 １ 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版

２４ ．贺云翱 ： 《关于我 国
“

文化建设
”

及文化遗产事业宏

观背景和发展战略 的思考》 ， 中国 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文化编 ： 《江海行大道 开明铸辉煌——２０ １ １ 开明 ？江海 文

化论坛文集》
，
江苏美术出版社

，

２０１ １ 年 。 ，

２５ ．贺云翱 、蔡龙主编 ： 《认知 ？保护 ？复兴——南京评事

街历史城区文化遗产研究 》 ，
南京师范 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６ ．贺 云翱 ： 《文化遗产管理 者的理性思考——读束 有

春 〈传统与现代 〉 》
，
《中 国文物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版 。

２７ ．贺云翱 、干有成 ： 《现代化背景下
“

闽都文化
”

内涵 、

定位及发展指向分析》
，
福建博物院编 ： 《春华秋实——福

建博物院 ８０ 周年纪念文集 》 （ １９３３
？

２０１ ３
） ，
福建教育出版

社
，
２０１３ 年 。

２８ ． 贺云翱
： 《

“

联合 申遗
”

是中 国 的重要选择 》 ， 《 世界

遗产 》２０１ ３ 年第 ５ 期 。

２９ ．贺 云翱 ： 《历史文化 资源与江苏 当代文化建设关 系

研究及政策建议 》 ，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 《科

学发展 两个率先——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２０ １２ 年成

果报告集 》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３ 年 。

３０ ．贺 云翱 ： 《历史文化 资源对城市及区域文化发展 力

建构的作用 》 ，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 《科学发

展 两个率先——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２０ １２ 年成果报

告集 》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年 。

３１ ．贺云翱主编 ： 《文化三峡 ：三峡库区地域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３ 年 。

３２ ．贺 云翱 ： 《对促进三峡库区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 的

初 步思考》
，
贺云翱主编 ： 《长江文化论丛 》 （ 第九辑 ） ，

南京

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年 。

３３ ． 贺云翱 、张勇 盛主编 ： 《 宜兴紫砂 》 ，
译林出版社

，

２ ０ １９ ． ０５ 秦 方 夂 物
Ｈ
＊？ＦｆｔＮｔｔ ＷＥ Ｖ ？Ｖ

２０１ ３年 Ｑ

３４ ．贺云翱 、干有成主编 ： 《

“
一

湖两河
”

尽风流——南京

玄武湖和 内 、外秦淮河文化探研 》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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