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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壤 上 的 足逾
——徐光糞 先 ４ 访镶 亲

Ｏ 徐光糞

〇 沈丽华

Ｓ３ 郭 薛 （ 北京

徐光糞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ｉｆ餅究 员 、 国

家艿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 、
三峡工程突＿择炉规划组

成员 、 水和Ｉ部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作专家组成员 、重

庆市＿靡专家爾爾组成 员 ， 中 国考古学会 理事

零 。 安徽鐵县人、 ：Ｗ３５ 年 出 生于北平市 ，
１ ９５９ 年毕业

于进京大学 历史 系考古 同年至 中 国科＊考古

研究所 （
１９７７ 年 后 隶属 于 中 国社会科学院 ）

工 作 ， 历

任汉唐考古研究室学 术秘书 、 副主ｆ￡
ｆ

：所学東犧书组

承员 、常务副祈长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中 国考古学会

喔书长 、常务理事 ， 《 中 国糧古学年舊＞〉主馨等職。
１ ９９２

＿＆享受 国务ｆｅ政府＿殊津贴 。 曾获＿三届 中 国出屬

綠身奖图书奖 、蠢国 苜 ＿｜｜ ：科基金优 秀＿＿奖 、 中 国

社会科 ：学院优 秀成果奖 、 ｆ ｆ手 出 板社两届 优 秀 者

奖 、 《 中 国 大百＿全书 》编辑４｜
ｆｅ荣誉证书 等 ， 还曾被

评为重庆市政难
：

“

三峡工程舟＿ ：个人
’？

北京市第六

届 书香中 国 ？ 书香ｉ愈ＣＳＨ ６ 年
） （

； 

１６家之
一

） 。 长期从

事 田野考古调查 、发掘和戰究工作 ， 参与 制订 《 中华入

民繼 □ 国文胸傺护怯 （ １ ９ ８２ 年 １ １ 月 通垃 衫〉 。 主饔研

究领域＿石器至秦汉愈晋翁激＿古 。 曾主持或参

加藝王庙Ｉ家 店 、 南 山根 、 富Ｈ觀 ，
＿＃ 山 、 金 龟

山 、 大甸子等重襄遽址 的 龙鑛 主持 阴河
－荚金河流

域 、 乌 尔吉木伦河流域等地康 ＿铜查发掘工作 ；

主持

邺城遗址和磁县北朝墓群的勘探 ：＊ ；權工作 。 近年来主

要从事女盤 Ｊ ｆ呆护工作 ， 参加＆订三峡工程库Ｅ和迁建

区 文＿儒护规 ：％參■ ＿调周工Ｓ—钱 、 东＿文驗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蔚 ）

华同镇赚 丨股计研娜有限公司 ）

ｆ呆护规划工作 ， 同时参与评审和论ｔｅ等 。 主要著作 ： 参

加 《新 中 国 的 考 古 发现和研究 》 （ 文物出 版社 ，

１Ｑ ８４

年 ） Ｊ ：
中 国 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 》 （ 中 国 大百科全书 出

版社 ， １ ９祕年）拳写 ；
参加 《鋒臂濟北朝文化 》黐写 （ 学

林出版社 ，
２００ ０ 年 ）

；
参与 纟篇泻 《袁 夏家 店下 层

支ｆｔ遴址与 墓地发掘报告 》 〔料学 出版 《Ｌ 
１９９６ 年 ） 、

主编 《歸湾簿亦朝壁画墓Ｋ科学 出版 年 ）

等 多鄭囊翻报告
，
以及主

：編｛长江三峡工程淹Ｓ及迁

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Ｈ 中 国三峡出版社 ｊ〇ｗ

年 ）
；
主議Ｉ：永 不鹰霹的文戀 三峡文物抢救纪实Ｊ

：

（
；

ｉｌｌ盡画植出 版社 ， ２０ （Ｂ＿
 Ｊ

ｋ ＊

ｌ ：

玉魂 国 魄 中 国 古

代玉ｆｌ与 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三 ） 》 （ 北京燕

图
＿ 徐光冀在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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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出叛社 ，
２Ｕ０ ８

： 年 ） 、 Ｃ中 ？ 出 土 ＩＳ全集 》 （ 科学 出版

社 ， ２０１爲 年 ） 、 ｜
三峻Ｓ ：输保＿》 （ 科 学 出ｊ反社 ，

２０１ ８

年 ） 、 《辽西地Ｅ青铜时代考古文驗选编 回眸药王

庙 、 夏家 店遗址发掘六 十 周 年 科季迅廳社 ， 筑Ｍ

年 ） 等丛书或文秦 ７发表 各类学术文章百余 集 中收

录于 《废墟上 的足遨一徐光露考古与 文物保护文

集Ｋ科学出版社
＾ 

３Ｍ ８ 年 ） （
图
＿

ｈ

＿

、学术经历

沈丽华 、 郭薛 ：
徐先 生 ， 樂好 ！ 能有机舍对鲁鐵行

一次这样的 访谈
，
義们 感到寧當兼 幸＾屬我似辟知 想

的 治学參历极 为 丰 霄 ，
从史前考 古 、青铜 文 化到 历 史

时斯考 古 均 有 涉４ Ｂ翁您 ，这＃ 

一隹 學术 阅 历 极为 丰 富

的 学者
ｒ
是如何走上考 古这条道路的呢？

徐光冀 ：＿门这
一

代出生 不久 ，

“

抗 日 战争
＜

＿发 ，

議沛淹＿ ； 。 自 １ ，９３３ 年 ６ 月 出生于通渾市 ， １ ９３７ 年 由 北

平到眞＿ １德《 年爾重 庆 ，
１ＷＳ年國贵谓頓梓县 ， 在

那开嗆上＃学 ，
１ ９４２華到湖北西部息＿ ， 處丰等地 。

纏參上 小学直到 １  ９４５ 年抗战胜利 Ｊ９４ ６ 年到 滅
：
汉就

读于湖北省立 实验小学雜毕１ 。
１９４Ｓ 年 回 到北平上

中学 。 初 ？＾ 中 分别在北京 崇 德 中学 （ 今 ３ １ 中 山东

中 学 中 ）毕ｆｃ
＊

ｌ ９５４ 年报考大学 ： 北大历史 系

（ 考古专业 ） 。

１ ９４８ 年参加
“

反 内 战 、 反饥；８１

＇”

游行 ， ，游给 居民家

中发送胃 。 ：＃平
“

和平寒翁
”

，
１輕９ 年 １ ０ 月 １

ｇ 在

天安门 繼参加
“

ｉｆ国大典
”

。 高 中 时任学生会主席
ｆ

１ ９５ ２ 年 北 京 市 四 届 学 忾会 当 选为市学參执委佘执

委 。积觀參Ｉ 卩抗美援曝裝动 、三 反五 反邊邊 。 当 时 的学

生会与 后■不 同 ， 童接受跫支部领导 ， 与 团萎留＾ 不

受校行政领导干 ？翼，
有独立活动权利 。 １ ＆５ １ 年下半

年 ， 学校 隱送至北京市业 余艺 ：求学校文学 系学 习 ， 系

主任老舍 、班主任端木翁ｆｔ ￡截氧之夫 ｈ 每 周 六＿上

课 ， 授课 的均１著名 作家ｆｔ专家 ， 在那认识了我 的老

伴 。 当 时在 《新民晚报 Ｉ缓表短文 、 小诗 ， 也写过小说 。

中学时代还是比镇爾飫 的 。

者大学胸 ， 我 的靈一隹愿纖＿北京 大学 历史系

（ 考古专业 ） ， 原因很簡单Ｖ我 的 出身 不好 。 ｆ■门现在可

能不能理職，
那时出 身儀重要 ， 学考古 不属 于 保密专

业 。 当 愚＿对考古本身也比
■

兴鍾
，
年轻 ＿掘

＊

＃可

Ｋ到处活动 猶Ｈ野工作 。 １飭５＃ ， 裴文 中 先生参加

赴朝慰问 团 ， 来校做报告 ，給＿０下了深刻的 印象 。 当

时全 国 Ｒ有北大设有考古＿ 義＿绩也还好 ，屬３

一

年 《光明 曰 ＿Ｊ公布录取名单 ■ 北大历史 系我考了 第

六名 （ 学号 ５４ １ ｌ６ ｔ Ｗ６ ｈ 进 人北京大学 历史 系 ， 大学二

年參分专业 ， 当 时历史攀尊 四 个专业 ： 中 国 古代史 、 中

国近代史 、世界 ：

史 、考古 。 自蘼报名 ， 往分专业时 ，寒古

专业倍受重视 ， 考古售遍 当 时叫考古专门ｆｔ （ 学苏联

莫斯科大学 ） ， 特请时任中 国科学院考古呀寶所副所

图 二 １ ９５５ 年冬于北京大学未名 湖畔

长尹达 、 时任文化部文＿局副感１ ；
王德軟做＿员报

告 ， 在历史 系 有 １３１ 多 位 同学 ， 报考古班有 ３５Ａ ， 其

中 备拉女 同学 （
图 二

） 。 在北大读书期 间 ， 由 于隶属历

史秦
；
除了学 习考古方面 的课程外 ， 还要学 习 历史专

业 的全部基本場ｆ
呈 ， 每 ＿要上 劝 多＿ 。 刚 人学时

，

校内考古蕾门化任课的 只有 向达 、 阎宠藝 ［ １宿 白 三位

先生 。 考古研究所苏秉琦任专业主任 ， 宿 白任副主任 。

校外約擊 有夏鼐 、■文 中 、贾３雾屬宝ｆｔ 、 唐兰 、

徐邦达 、 吴 还有埃友开變 大学爱米尔讲授■及考

古 ， 考古擒术课请考古祿象所？老师 ， 地理 系 也

有教师讲接课程 。 读书 先 后参＿ 
了北京１ 

口 店

逾址
、 嫵 阳 ６＆數学实 习 和ｆｔ西华县泉护村 的生 产 实

习 。 Ｗ Ｓ９ 年大学毕业 ， 分 Ｉ？入 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ｉｆ工作 。

沈 丽华
： 有鲁＃奇 ， 在 瘗 读 书 和刪 开＃ 工 作 的 时

候 个人的教身＃ 銳是什 么 ？

徐光冀 ： 是战 国寿敎考古 。 １ ９５６ 竽 ， 苏秉琦先生續

ｆｔｆｆ？蠢
“

秦汉考 古学
”

对 我 影响 颇大 ， 当 时学年论

文 ， 先＿我选定 的 题 目 就是
“

东 周青補容器 的 分

繼
０

。 Ｗ５Ｓ 年 ， 在举国开 展大跃？豹大形勢下 ，教研室

请尹达 （ｊ ｊ所长 ） 裉告 ．
、集ＡＴ 建立马克思主义考古

学体海
”

。 于是考古专业师生提出＿写以马克麗主叉

为指导思德 的 《 中 国考古学 》 系■激材 ， 编写组 由 教师

和高年Ｍ （ ５ ３ 级 、
５ ４ 级 ） 同学组酸８ 《 中 国考古学 》教材

按肘间段分成 旧 石器 、新石器 、 商 周 、 战 国 秦汊 ＞ 
南北

朝至宋元＿资产阶级学术批判六个部分 。 在苏＿琦先

生 的指导下
，编 与 《 中 霄考古学 》教材每 国 秦汉考

古
”

部分 ，俞ｆＵａ负责战 国至西汉部分 ， 歡 负责东汉部

务？
。 ＃獻四十天 ， 终于编成 《 中 国考古学 》打 材 ，

送爾全校成果展览展 出 。 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 ， 由党

支部书记李哉义组织 几位 同 学 ， 对李济 、夏鼐 、蒸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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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三篇抵封变窣发表于 《考古通讯 》杂志 。 历史课的

学年论文是 １ ９ ５６ 年完＿〃

的 ， 由 汪篯指导 ， 题 目 是 《北

魏均 ＿制 》 ， 经汪先生审改 。

郭 薛 我《 了 鮮到 在进入考 古 所 工捧之前 ，
您 ｆ

经 ：参加过 中 国 历
＇

史齋物聲中 国通 史 陈列 的 布展工

可 供破處嫌 时的積 ：况吗 ｆ

徐光冀 ： 那是在 １ ９韵 年初 还没有｜ｉ北大毕业 。

当时中 国 历史博物馆建新馆 ， 筹書 中 国纖 ｐｉａｕｔｉ

露 先生担任秦汉翁晋 南北朝组 的组长 为 苏先

生 ６？手 ， 我参加了这，组 的 工釋 ， 同＿班还有 袁

俊卿 、 邵望平 、 张万＿ 、黎家芳 同学鮝加卷他组工Ｉ

＿肘遁史陈列各大组组长 ，部是 中 国科ｇ研究

员担任 ， 旧 石器 、 新石歲时代遙豐兰坡 ， 商 周组郭宝

钧 ， 隋唐宋元组ｆｔ女弼 。 中 国 历史分期按郭沫若＿意

见ｓ 裳于 展览 当 时有很大争论＊是以实＿示 ， 图 表 为

＿
Ｆ
坯是以图 为主 ？ 另 外有＆是政治 问题 ， 需醫 如

西汉疆域處去 乐浪四郡 ， 箭矣靠ｊ在鸭绿江 。 中 国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赵賽＼＿光等 几乎聱体调来 ，

做美工遵 ：计Ｖ邊图 、 照相 ， 还有工艺美术学 师生等 。

令人高兴 的是 我在泉护村南 合墙襄掘了十 几座仰＃

文 窑址 ， 冥＋葡虜養ｆｔ ；薇迁到北京 ／放在原始

会 的嚕复 。 ＿们上班在 中 国 历史博ｔｏ官原址 《即午

门料东 、＿房夂晚上也＿和学ｓ ， 我 当 是住在故

宫西华门 内＊房 。
ｓ隹麗Ｉ寸间＿上学 习收集战 国至秦汉

资餐 ５ ＿獻 ＿舞 ， 有＿ 白 天上蓮８
：
情＿霧先生和各

位先生 。 当 时有
一

件事 ， 全 国各地调来 的交＿  ？壤｜有标

■ ， 闬管部入 员丹行 ， 多嘗标签弄丢了 ， 发掘 的文物？蠢

为 传世品 ，做了
一

件蠢事 。 學业分配到 中 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斯 ：

，

８ 月 初 ｆＳＳＪ 后 仍在博？官工 我们有两

位 同学黎＃芳 、章 ：３＿分配到馆里工作 。 当 年 月

１ ８ 日 考古所要我出 差到西安汉长奢域工作 ， 才趣嘲

到西安 。 此Ｍ禽历；史轉物馆十 月
一

日 开馆 已临近了 。

沈 丽华 ： 我们 知碟襄 蕞＃ ：是在 内 蒙古 赤峰一 带 开

展 史前和青猶 时 代考古 工 作 ，

取得 了 很 參重要的成

果
，
可 议谈谍＃ 时 的 情 况吗 ？

徐光冀 ： 我 ：＿ 后 先在西安 愛墟遗址参加 发

掘工作 ， 当 时 由 黄 展岳领队 ，

＊＿组 ，

一

组在＿外王Ｈ

ｆｌ ｓ痛工地 ，

一

繼在驗内勘探歲央宫蠻址 ， 我在＿内 工

组表 ， 勘探并发掘到未央宫＿排水管道 。 之

后 由 于考古所＿考古任务 的需要 ， 蒎到新组鎏的 内

蒙古工作 １９ ５６ 年 ，
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 会

，

奪爾每主＿＿ 《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

（
１９ ５＆￣？６７ ） ｜ 。 为研究Ｂ民揉地Ｅ考古茂统

一

參民

族 国家礤威的课龜 ？ 考古所计划在内蒙古地Ｅ开 展工

作 ， 故此成立 了 内 蒙古工释队 ， 这也是考古所组建 的

第
一

支ｍ疆工作队 。 于ａ１％〇 年ｍ鎌迸入：了新组建

２０２２ ． ０ １＊ ＾ ５ ＃

的 内蒙古工作队 ， 刘观民任駄长 ， 我任学术＊书 。隹年

春天 ， 在 内 蒙古 盟核掘了赤峰药王庙 、賣＿

两逐遗址 ， 经初步褒料擊理 ，斑Ｐ执笔 的 简报发表在

ｆ％古 》 １９６ １
； 春第 ２ 期 ， 壤当地 的青截文＜匕区籍为相

当 于殷商时 的夏家 店下层 文化和ｆｃ 当 于西 周 春 ｆｔ

时期 的夏家店上层 文化 ， 由 于对 资料少 ，
二里头文

化刚发现 ， 当 时对两种 ：女化年代推速 ：方向 是对 的 ， 但

不糟職 。 直到药王庙 、夏家 店遗址报告正式发表 （ ｆ＃

古学报 》 １ ９７ ４ 年寒 １ 期 ｉ ， 对它们年ｆｔ 的认识才较准

后来 ， 又在巴赫左旗乌欽吉术企河流域 、呼徐 贝 尔

蘩ｆ今呼１ｆｔ贝 尔市 ） 、 伊克昭盟 （ 今鄭尔多斯市 ）准喀尔

旗敏棘河流域等瑜区 开 展调查 。 年终 回所总 ｌｉｔ报

时 ， 感到之前 的战线本长 ，
工作 不容易＿ ，

人 ， 于是聲定

将工作重点集 中 到以赤＿为 中心 的地区 ？ 卩辽西区 ） ，

由 于考古学是实证科学 ， 难于＿＿ 古優％遗迹 、 遗物

属于何民媒所有 ， 首先 Ｒ戢从考古学文化 人手 ， Ｅ别

不 同 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 苧孤？ 在此蘧础上４ 结告

文献 １＾ ３借助萁他学科手段 ， 才可能识别 不 同 的民

窺文化 ， 这是
一

项任务十分艰 巨 的学 术课题 ， 故 能

先以摸清不 同 的文化面 □年代序列 为首要 目 标 。

沈丽华 ： 黎秉琦先生在 《 大 句子１序 言 中 指 出 １ ９ｍ

年前后 十 多 年 间 正是 申 国 者 古 学科从它 的 初斯基础

研究 （ 原始
＇

资料积 累和理论建盤 ） 向較高层次斫 究 （重

建古 史
）
的棒折期… … 《大 甸 子｜

揭 ＃裘现一 处保 ＃食

好 的 篡地
（
不 下 ８００座

） ，
居住址 蚤 然顧露 面权不 大

，

俱是对 于
°＇

欢
：

燕ｒ
山 南 北 长城地 带 为重心 的 北方地 区

”

这个考 古 学太 Ｉ 统， 中
一 个 支 桌愿

＇的 ：翁定炝段而 言
，
这

样—故保存完好的 典養髯 落瓊 址 （
：
氧家店 下层文化 ）

对 ＇

于 重 建古 史具有熏要學本意义 在赤峰 多 年妁 工作

中 ，
您是如柯光后 区 分 出 夏 家 ．店 上层和下 层文 ｆｆｃ

，
发

现
“

富 河文化
”

株理 出 红 山 文 丨匕 １家 店 下 层文

ｉｔ 夏 家店 上层 文 化 燕 秦汉文 佑这一复展廣

列
， 建 立起这 西地 区文化 ：的初 步发展＃ 系 ？

＇

徐光冀 ： 窻是
一

个塗续性 的 ， 认识 不断 ？ｉ化 的 过

程 。 中 国北方考古学研究起靖于 １ ９３１ 年安特生在辽

宁锦西＿＿屯纏扯 的发掘 ， 比量＿河南讀她仰韶｜＃屬

址要早些 。 １ ９２３ 年 ４ 月 ， 发表报告 《奉关＜帛西县沙锡

屯洞穴层ＭＳ 复礼捧 ）

？
。 后

，

ＩＭ Ｓ 年 日 本东亚考古

学会在＿｜〇１］ 后幾親 ：发掘 ， １？８年 出版 的 《＿轉｜Ｅ

山 后 热＃１省ｇ紅 山 后 先史遗址 》

？和前面提爾

的 《奉天锦西县沙！８屯＿穴层 》是 当 时这个区域最重

要 的商雇田野考古报告 。 在 《赤峰红 山 后 》银告 中 ，金

名 的
‘

二期文 丨 容较为圯杂 。 直到 》 世纪

５ 〇 年代 ， 对于
“

辦導第二期亥ｆｆｅ
＊

ｌ毅有科学

１ ９５？ 年冬 ， 刘观民等在赤峰附近调查 （ 复查 ） 了数十

瑪潰址 ， 初步感觉藝所谓 的
“

赤釋＿二期 ；
Ｓ化 不单

１％０ 年春 ， 我们在对药王庙和夏家店遗址徽行考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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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 １ ９６ １ 年 ７ 月 于 内蒙古 自治 区宁城县

南 山根遗址工地
（
前排右

一赵信
，

后排右
一

冯孝堂
，
右二

汪义 亮
，
右三徐光冀

）

古 发掘时 ， 发现夏家 店？址 中 陶 片 的 复杂性 ， 大体可

分为两类 ＜而药王庙遨ｆｔ仅出土其 中
一

裘的 陶 片 ， 这

说明两类＿ 片很
：

何能不属于 同
一

时期 。 夏家 店遗址情

况比攀＿杂 ， 歡｜
Ｂ 的 ４ 个地泰堆积层次 不尽相 同 。 较

上面 的地层 中包含两类陶 片 ，

一

类是器 表饰 纟＿＿＊篮

纹而质地鐘ｆｔ坚硬 的灰陶嚣
；
另一＿是表面光倉无

纹 、 质地＿雪松 的夹砂红陶器 。 的地层 中 ， 却

Ｒ出 质逾腾適 、蘐饰绳敎或篮纹 的灰＿＿片 。 在药王

庙遗址发掘 的 ４蠢掉沟Ａｆｅ均可分成若干堆 ：积层 ， 各

层所出灣片也均％
１

Ｈ囊１？鄭夹砂灰陶
＂

讀 顧和泥 质灰

陶盆 、钵 、

：＿
，

与夏家 店最下地层 出 ；ｉｌｌ 片相
一食 。

＃此 ，
我们青定夏家 店遗址餘＿下层应属于

一

种单纯

的文化遗存 ， 義压其上 的文化层 当 属另 外一紳文化 。

以夏家店遗址 层 为据 知上层戈 化遗存蠢由下

层文ｆｔ遗存 的年代臀縣 。 至于两类陶 片 出 自 同 层 的现

象
，

是原上层对下层捕 后 混；人造成 的 ， 或杳发掘时

％下层＿片混人上层 。 通＿这两个遗址的 小规樓试

掘 ，
科学地鮮决了

“

赤峰第二期文 盖年代有早

乏别 的菌释 ：文化遗存 。 １ ：９６ １ 年 ， 内蒙工作队 由我ｉｔ＿

在 《考古 》第 发表 的 （Ｗ蒙古＿濟王庙 ，
．夏家 店

麗址 报 》廣这两种文化遗参分１Ｅ嗇名 为
“

夏家

店下层文化
”

和
“

夏家店上层文化
”

， 均属青 ｆ同时代 。

＿药王處和夏家 店两处遗址 的发掘之 后 ，

Ｗ ６１ 年

春 ， 我们先在 内蒙古宁ｉｓ县爱掘了 ＿山植＿ （
图

三
）

， 再次证明１家 店下层文 家 店 层文化豹

皁 Ｉｔ关 系 ， 丰富了对这ｆｌ种 不 同青铜文化内 涵 的认

识 。
ｉ＿３ 年将工作重点铸參 先是在富河

麗〇聚址 游 座房滅 ，
发现有别 于红山文化 的

Ｐｉｆｅ细石器和大型石藥 ， 于蠢从过去 的■糖 的
“

细石

器文化
”

中 区分出
一

神新的考古学文化
？ ■

‘

富河文化
”

。

后来我们在賴載 １营子邋址 的发掘 中 ， 也从地层叠压关

系 上证明了富河文化某阶段晚于红 山 女化 。 １％３ 年

Ｔ半年 ， 发偃ｒｔｉ？聊曝山遗址 ， 确认了红山 文化屬

图 四 １ ９８３ 年夏于河北承德内蒙古考古队工作站
（
前

排 ： 苏秉椅
，
中 咗

一

： 郭大顺 、左二 ：
张忠培 、左三 ： 刘观

民 、右二 ：
顾智界 、右

一

：
刘晋祥

，

后排左一
： 徐光冀 、左

二
： 卜工 、左三 ： 孔哲生

）

家店下层文化 、 夏家店上层文化ｉ 国 〇燕 、 秦 ）至汉初

时期 的
“

四叠层
”

鱗积关氟 由批初步建立起了赤驪堆

区 ？食ｆｃ序列和年ｆｔ框架 。 １ ９６４ 年 ， 棄们在阴河 、 英

金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中 ， 首次确认了
一

批始建

和 使 用竿代属于惠家店下层 文化財期 的石城址群 ， 并

■新店石域址进行變＿？ 当 时还设想翁来＿
一

座大

型石城址雜太面积繫 并对 周 围 的石城址进行局部

发掘并
一一

测 图 ， 可惜 的是斷店石城址 的鑛裹没结

束 ，就被所领导电寂召 回参加
“

四 清
”

編劲 。 Ｓ次铺查

是普查性质 的 ， 发现红 山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ｆｔ 、 夏攀

改ｉ鎮文化 、 燕秦长城及冶线域障等遗址 １ ５ Ｕ 多 迕

之 后又历经
“

文化大寧命
”

和
“

五七
１

ｆ擒
１＊

， 内攀队 的考

古工作暂停 ， 直到 １ ９７２ 年夏才儀 从 １ ９７ Ｓ４ 年

緣５３１到 １脅７ 年对敖汉旛太甸子遗址 ｉｔ行发掘 ， 经

初步整理 后又于 ｉ煞 ３ 年＿行补充发掘 ， 局部 发
丨靡了

大甸子據址 ２２０ 平方米 并揭示出 墓 网編 。 这悬

＿队建队以来规模最大 的 发顧工作 ， 也是对夏家店

下层文 邐址赎釣豪縣发＿工作 。 爾们在工作 中 注重

多学科恸 作 ． 发掘和室 内整理＿续了长的■间

（
图 四

） 。

沈丽华 ：
从 １觀Ｓ 年开始 ， 您从内 蒙 队调到 河 ４Ｍ審

簿 貝 責砰域遭址 的 考 古工作 ，
从研黧 时段和方 命兩

言 逶个跨麾比輕Ａ啊 ？

徐光冀 ：

一

生从事售叢 ｆ

．都以工作需要为主 。 知在

＿ 古＊区 工作正要取得重要成果之时 ， 因 工

要 ， 服从所领导 的室＿到了河北＃域工作 ＾是很

大 的 。 到輝城有两个原 因 ，

一

是我在考古所担任 的工

作 比铰多 ．

， 比如担任＿ 古所 的学木 、 第三研究

室学翻泌书 、＿ 国大百科全书 ？ 考古学卷 》 的論＿
藤书等 ， 往焉北京体较方 便 。 另

一

个就是 当 年考古所

进人邺滅豪阻 ， 所里就
：盡 员 我去

，
栽直接找裘 ［河

文物管理处处长董鱗翁１ 同志 ， 谈成了 ， 并确定学 术上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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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于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整理邺城报告

以社科隐考古所 为主导 。 当 时双方１订了
一＃含＃协

议书 ， 衰份合浮协议书ａ经过仔细推敲 的 ， 对以 后这

类播？书有所借鉴 ａ＃我钍开始在邮城工作了 （
图

五
） 。 所里成立 的是河北工作队 ， 在邺域的工作是

与省里合＿ 的 。

沈 丽华
；

社科院考 古 所有 比较长 时 间 的鄭ｍ考 古

传麓 ，
比如＃ ！

％歡墟 Ｉ

１人
、
西 ＃丰搞队 、

汉长 聋城艮 、廣

长姿城队 、 洛 阳 涔魏歲队等
，
． 时考 古 所是＃ 于什 么

样的 学术考量 ，
決定新谈砰城考古 队 １ 坪城良也是第

一个与 方合作＃建的都城队吧 ？

徐光冀 ：
上述丑ｉｉ＿＾５Ｓｉｆｃ顧 ： １ ９５０ 年代初 ， 由 文

化鄯遵爾截务院？布 的考古＿办法批准 的 ， 由考古

所独家工ｆｒＢ１Ｍ２ 審｜中华 人民共和 国文 ： 録护法 》

攀布实猶 ， 考ｇ翁Ｒ专门 向 国 务院报告 ， 这五处遗址

悔由考古蔚独家工作 ， 获得 国务院批准 。 到了１ ９ ８０ 年

代形势龙化 ， 河北省＃城遗址是独
一

无二 的部城 ， 与

省里合作工作 ， 是ｆｆｌ ： 的 。 上面提到双方 的协议书 ， 言

明学Ｉｔ由考古所主导 。 这 省龎告作第一 例 。 邺

城是汉唐之间 六朝古都＇＾于 中 国 古 发

展史研究 ， 十分重要 。 不过 由 于檸河泛 Ｖ ， ４ 泥 目 厚 、

遍下水 位高 ，

，峰 查外 ， 省里Ｓ－过 小规模 ６^
探发麗 十翁＿ 。 葛麗 》姑—？ ， 藤于爆＿纖１？５

重要性 ， 考古新儀＾决心开 展工像 。 同 时 当 时还有

一

Ｉ

ｓ？

大的学 术背景 ，

“

文化大革命
”

十年动乱结束 后
，

中 国汉唐考古学研究 中具有 国 际＿ 的 研究 Ｈ趋活

跃 ， 与之＿ 日 本学老界对东亚古代＿５鑛的研究也 呈

现出活跃的 局爾ｐ
１９Ｔ８年 ， 宿 白 先生发表论文指 出 ，

日 本早期 的都城如＿原京 、难波京 、 平城京 等 的共 同

性是模 仿了隋唐长喪域＿洛 ｜５域协都璩＿度 ， 而 不应

银仅模仿了隋唐长安城
？

。 同年 ， 曰 本学者岸俊男在复

原藤原京时 ， 也■ 日 本早期審鑛镇 仿唐长安減之说襍

出异Ｃ 认为擊原京 的源流可以上纓到 南北ｆｔ时期 ６
｜

都 制？
。

１撕 年 ８
￣

９ 月 ， 以學像 ：男 为 团长 的第一

次 中 国雜域劁研究学 术友好戆华 团 ， 对洛阳 、 西安等

ｉｉ 的都國量址实地考察 后 ， 在考古所举行了座廣

中 、 日 学者誠东亚都城的关蒸驗了讨论 。 另外
，

日 本

学者秋 山 日 出雄在对 日 寧早期都？原氧＾＾ 原

＆究时 ， 则明确提出东＿北齐邺城与藤原食应 当 育歲

后承袭关系 ？
。 于是 ， 在这＃的 宏观 国际学术形樂下 ，

为加强都城考古学研究布局 ， 考古职＿在包括辣普

至北朝 隋唐搐州域 、南 安鳥筹遣址开 展工

作 考古隊賴条拉 中 之
一

。 除了鮮域队以外 ．扬州

虜＿队和 南宋幌安垴獻也龜相继与地方考古所 合＿

的 。

沈丽华
ｉ 年城考 古队创 立 于 １轉３ 年

，

那年應 ４８ 岁
，

正是一 个人文学科的 学 者 学术兪 累 和个人精 力 舍

最隹 的 时餃 ，则 到邺城开展工 作 ， 有绫有遇到 什 么 囷

难 ？ 您 又最如柯解决 的 呢 ？

徐光冀 ： ＿
＇

寒是肯定 的 ， 到郷城工 作对我来徵意

味着重新学 习 ， 因 为史歲考古 、夏商 周考古 ， 和历史时

＿古 的工作方法不 同 ， ｆ要重新＿怎 么做 。 娜城

作 为都城坊时较 ＼ ，城帀沿革复杂 ， 又 历经 后 代多软

严處纖＿ ， 是 个需要长期工作 的大遗址 。 面对这样
一

座大面积的 者｜＿址 ， 怎義胃 ？ 必须 ｉ＃求 田野工作

方法 ， 这葬才ｇ半功倍 。 首先要阅補１相关历史文献

和过去 的工作资料 ， 然 后是緣＿面＿蠢 〇 纖＿遗址

地面上儒存＿台＿和犧叢台奪址东 南 角 ， 其 ＿繼

迹大＃键没在地下 。 早年北平研究院 、 俞伟超和地方

的文物工
一

些调查工作 ， 给我们提

供了
一

些有价值 。 在工作开 展初ＨＩ们靖＿

ｆｔ探 为 主 ， 局部探沟 ：爱掘 为＿的方法 ， 以求 尽快？繼

謂状况 。

大遗址考古要讲求工作方法 ， 宜懲７＃遽址 的 全

錄工作计划 ， 而 不宜
一

味进行大面积 ＝＿ 。 Ｔｇ

費体布 局 ， 又岛领找到关猶部位 ， 比如说城墙 、 护域

河 、域门 、 街道 、 宫殿Ｅ等 ， 这样就能搞清楚遗址 的平

面布局 ， 然 后在这 个■霸上才能进行深入研究 。 邱域

遺址总面积达 １Ｕ０ 平方千最 ， ＿们仅 用 了三年Ｗ 间 便

基本弄清 鄭南城的平面布局 ， ａ １ ９？年

发掘面积约 １ 万平方米 ，１ ：＾积仅 占城址总面积 的

万分念一 。 大 掘 的仗靡ｐｉ纖＿正＿ｆ］ 朱明

门遗址
一

錢 ， 发掘约 ４〇〇＆平寿零＾
油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 ， 邺域遗址 的考古工 作有了长足进展 ｓ取督了 系 葡

ｉ
ｒ辑＆成果 。 作 §＿至北齐六萌古都 ，

鄉城在 中 国

古 ｆｔ都域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戈 ，茧ｆ 闺城市建筑

史ｉ占鍵煌地位 ， 堪称 中 国城市＿！： 的典范 。 通过

我们 笋年德持翁考古 工作 ， ＿｜＼ 了書齡導靡尊
一

宫

城 、 中轴对称 ，功能分区规整有序 ６廳市布局 ；
到东麵

北亦射期 ， 邺域的平＿布局更 》规翁 ， 它继承了
＿巍

郎賴輝立 时孽
一

宫域制度 ， 构建了 由賴 ｓ
马两 域

］１

和 壕等组邊通日籍 的防卫 系统 ， 具餐科学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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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态
梅 ２０２ ２ ． ０ １

图六 １ ９８ ９ 年于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接待参观考

察
（
从右至左 ：

罗哲文 、 郑孝燮 、徐光冀 、朱岩石 、杜仙洲 ）

理 的道路 网络和给排水 茜 曹麵郵城、 整齐而科学

＿＿市格局 ， 直接影霄了魏晋＃親１＾＿ ， 东魏北齐

都墟 南域 ）暮貘写北魏洛京 的全新都墟 ， 直接影响

隋唐长＿ 的都＾划 。 这些对东亚地区如 日 本 、韩

国等 国 的＿？至 后１ 的元食纖 清＃京城的域市

建设雜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

沈丽华
： 跨城１｜址的考古工 作農一 开始就择

‘

大

邺＿：遗址考古
”

的 工 作理念
，

这在 舎 初 應 该 ：是 比耪先

进的想法吧 ？

徐光冀 ： 都撼考古驗蘑关ｆｔ的对象 不ｆ梟應Ｉｔ本

体 ， 还需从广大龜＿的视角关注与 目依的陵墓

Ｅ ， 踩及分布于城址周 围 的手工业 、宗＿相＾＾赘

们在靜感遗址开展工錢 第三年 ，制部域＿边￡域

的陵 了寻找与调查 （ 复查 ） 。 首先着手 的 是

１ ９８ ６ 年 ｉｌｇ北朝墓爵 的考古 丨 共 丨 认了 １ ２３

座墓靠 于次年开始针对该陵鑫＃中被 不严重 的

ＭＷ＆ 号墓进行了抢救发麵 【图 六 ）
， 后来发表 的 〈

（＊县

湾漳北朝蠢画墓 》专刊就是关于这座＠葬的 。 湾漳北

顧ｇ墓是迄舍Ｋ来在磁县北截羞録Ｈ麟域笔规痛

藏太 的 墓Ｐ ， 为 了解茔地靡局 问露 们除了 发摇墓

祥本体＿丘 ， 还勘探调查了神道＊面石刻 、墓园建

筑 。 墓赛雄上部分也是古代墓葬＿度墩 重要组成部

ＩＩ 需要与霪葬地下部备纟＿＿
，
作为

一

个整体进

行考量 。 同时对＿址调查及南北响堂山石窟进行

考Ｋ，樣是郷城考古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沈 丽华 ：
如果 用 时 间 來衡量的话 ，

，

从 １
．祕３ 年至

１ ９９４ 年
，
您在雄城聱整开展 了 十二年的城市者 古 工 作

取得 了 极为 瞩 目 的成 ：讓 对于城市考古
，
您有什 么 心＃

想和大 家分亭吗 ？

徐 光 冀 ： 作 为
一

个ｉｔ市 ， 包括鄯ｉｔ 它 与
一＋ 国

家 、

一

个地Ｅ 的政義 、 经济 。 文 化具有密切关 系 ， 是待

定历史阶段 的集 中 表现和 反映 。 有些是政
。

繪 有

些是缰 ：＃或戈化中＆ ■ 有些是 后来发 展途为遽Ｉ台 、经

濟 、戈化 中 心 ， 对这类＿址 的 考古ｆｆ究是直攮 反 映 当

时 的社会状况 。 这对考古学研究 、 币史￥ ５ｆｆ究 ，
都是

一

个重要 的研究课：？。 在我们 国家除了都城以外 ， 历代

ｆｉｉｆｅｆｔ是
一＋根大 的数 目 其 中棚 当

一

部分就是压

在现 ｆｔ城市之下 ，
餅究

一

＋城市 的 历史跟我们研究社

螢 的 历袭是联系在
一

顯讓 Ｉ 。

２０ 世纪初 ， 西＊有
一

些探齒家 、传教士 ， 如斯支

赫定 、斯坦因 ＞科兹洛夫等择做过
一

些工作 ， 如楼兰 、

黑嫡 、辽上京等 ， 但主 變和 正开始做城

址发掘是与安特 同
一

年＜即 ｉ？ｉ 年 ） ，

北京 历史博＿馆在河北 巨＿县宋ｆｔ據歡＿的 发
：麵

工作 。 安阳餽＿从 谈雜 年开讀撤工作 ，廳规在有 ９ ０

多年 的 历史了 ， 以 后像城子崖等都是很早就开始考古

发掘工像 。

古儀參肅考古 ，雖ｉｔ考古 ， 它 的特点至 少有 四＿ ：

一

是面积大 。 像汉长安域 光城内就有 放 平方千聚 。

括它 的＿和城聲 姐 ；

〇 平方 嫌 。
二是重ｆｔ

＿积厚 、延续的年代德 。 汉长安域从秦代就开始 ，到

两 窗十六 国 ， 然 后是西魏 、 北 周 ， 其他时期还有堆

积 邺妓作 为都城是六 个 ８儀 ， 即曹魏、 后

燕 、东魏 、 北齐等六个＿ｌ
ｆ堆积比辕复杂 。 三是考古

工作 １１时间长 、 周期长 。 安阳１８讓已经做了ｗ 多年 ，

西安＃ ＳＪＷ 唐域和ＩＸ域都逢５ ０ 年 、
６０ 年了 ， 邺域起

步晚 ，
现在也快４６ 年了 。 四 是现代域市 往 往叠压在古

ｆｔＪ成市之上 。 西安 ｓｉ各阳 、 窮京 是 。

鱗市爾积这么大 ， 怎為雜？首先寒｜
Ｅ它 的范 围 、 布

局搞清楚 ， 包括哺嫱 、城门 、 街道 的 ＿終 ， 它 的緣治核

、手工业区 、 商业区 等 。 城市考古是
一

项长期 的工

作 ， 从工作方麗家讲 ， 要有
一

个顰修的认识 。 这样 的

话 ．我 丨
丨切

＂

不至于因为面积太大 ， 掉进去麗 ：出 不来了 。

不要轻 易地大规模发摑
３

主寒利 用 勘探 ＿方法 ， 或考

苷探沟 的方法来藤蠢这些 问纖 。 象掘面积 不大 ， 但嬙

基本情况我们可＆纛ｔｅ， 第二点要建立地理ｆｔ ；皇滅

统 ， 要有
一

个好歯地寧图 ， ｓ分之
一

、
五千分之

一

、
二

千 —

的 。 目 前万分之
一

的地形图 ， 大部分地区 ＩＩ

有 ，放大
一

倍即五千分之
一

，
二千分之

一

地形图 Ｒ好

另测了 。我们 的工作是长期性的 ， 这张图就非常重要 ，

有发现敏要标到图 １
＾
＃俄好记录 。 我Ｉ ］ Ｒ有在 比较

全两 长期地了解Ｋ基础之上 ，我们才ｆｇ够彳＿保护 ，

才能够发掘到 卜Ｌ较关键的部位 ， 了癖这 个城市 的 布局

功能 ， 这是Ｉ翁市考古 ；Ｓ鐘的 ｜ 母鍾
＂

ｕ
金＿市考古 当 中 ， 考

古地层学 、 筹型学傅然是费们 ：？本 的 、 最重要 的方

法 ， 这今夸万不能柴 。 现在 自 然科学 的手段意．增多 ，

我 资料信息 ， 尽量运 用这些方法 。 但是考古

学 的方法＞ 酿是ｇ本 的方法 。 现在有人踅藉落后了 ，

我觉得 下是 ｉｉ縣 ， 现在 虽畿谠有很多方ｆｅ可以做参

考 ４ 彼此可以＃充 ， 但很多 冋题仍然需要缉 用考古

学 的方法来＿泱 。 历史肘期 的城市考古还有
一

个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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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的方面就是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 ， 有 的可 细 ，

有 的可＿少
一

点 ， 栽们要尽量地收集 。 同 时 ， 用现在 ６１１

自 然科学 的
一

些手段收集资料 ，
扩大信■鐘 ， 这些对

于解决城市考古 的
一

些 问题也非常重要 。 第三点做城

市考古 的＿ 间长 ， 可 要餘 几代人 ， 历经 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 ．
：所以考古资料的 ｆ呆存和积累非常獲藥； 不能

＿队换了 ， 资料號■金了 ， 下
一

位领蘇来 ，
工作又要重

新开始 ， 那可，ｆ〒 。 貪料工作非食重要 ， 因 为它涉貧几

代人 ， 不是
一

代人做 长期积累 ＾ 城市考古到一寒

时间 ， 要发表随ｆｔ成桌ｔｏ告 ， 本能算总账
ｑ
考古发掘是

国家 的事情 ， 不是＋入 的事情 ， 所？这乎工 作
一

定要

做好 。 在域市里要盖
一

座房子 ， 盖房子之前＿门■做

勘探发掘 ， 发现
一

些邀ｆｔ 当 时看可 瓜立 的 ， 经过

款 后 的 工ｆｔ ， 与＃他鑛＿联襄儒来 ， 可能遲蠢
一

个重

要 的 发现，辭以资料 的 ＿存 、 资料
＇

的积 累 绝对 不能 中

断 。

城市考古是要花很大 的 ：＆气 ， 雜们做了大量 的 工

ｔ ， 最 后 反映在图上可能 Ｒ是
一

条线 ， 或者
一

个点 。 比

女〇＾在雜城钻探 ， 围绕城址钻了三 个 圈 ＞ 
长度上百千

米 ，

一

个是域墙 ，

一＋是域鳥 ，

一

个是马面 ， 花了
一

年

多时间 ， 很多人纖勘＿记录 ，

：晕 后 的成果写成文字

可能就Ｈ午字 ， 但憂这眼樣童要 ， 因 为 它揭示了
？

序
＊

＿址的范 围 ， 想急功近利是 ■

鋒不到 的 。 总論来織
．，维

市考古 的 开展要有全局意识 ， 要
“

见纔插针 、Ｓ少

癒多＇ 要在大比 例 的地图上戈霧補绘 、 记录进 行的 工

衮时将考Ｓ发现 的 各类遗＿标示于其上 ， 这样长

期积蕙勸＿取得突破性认识 。

郭薛 ：
１ ９７８ 年 ， 考 古 所恢篡学术秘书组 （后 改为科

研处 ） 。 １，？７９ 年
，
中 国 考 古 學倉威 立

，
中 国 第

一部
《
文

翁保护法 》制订 ，ｆ 中 国 大 百科全书 ？ 考古 学 卷开始 编

写 ｅ１ ９⑩ 年拓 ，
文 ：ｆｔ部 国家文物委 员 会威 立》 以 上燦

鄭 曾
＇

担嫌秘书 ，
协助 夏鼐 先 ４ 工 ＃ ，

磨该 憂到 先 生很

舞影响吧 Ｉ

徐光冀 ：麗Ｗ 。 韻与夏鼐先生相识 ， 是 １ ９５４

当 时夏先生在北太历史 系讲辑
４傘古学通论课

”

， 听课

的是ｆｆｌ史系 Ｓ３ 级 、
５ ４ 级全体 同学 ， 还有考古繫＆市里

一

些单位 同仁
，
栽是该课课ｆｔ蠢

￥
与 先生樓Ｉｔ多

一

些 。

当 时负责记录 的是吉林大学进修＃师单庆麟 。 他非常

认真 ，
下课找 Ｉｆ多人对笔记 ， 出 了 

一

本 内 部铅 印 

＜
蓮

德％齒栽们了魅绉 时中 国和世界寿古 的情况 。 考古所

各 田簡魏．

、
工釋队修 由 学奪 ：藝书组管理 ， 只有 内蒙古

工 王伯洪说他不耆；
直接 由夏所长管 ， ＆棒刘观

民 与夏先生攙触＃了 ， 他 的温州语＃听ｐ悔了 。

裹鼐先生主擔拳古釈工作长达 ３０ 多年 ，

＇

曹＿们这代

入 的 影＿很大 。 他
一

贯重视和严格要求 田野考古工

作 ， ？紅严格 的＿＿§ ］载并督促执行 ， 考古 研究所认

１ ９５ ０ 年 代建所就制蜜 了 本ｆｆｆ 的 田 野考 古 工 作规程 ，

２０２２ ． ０ １＊ ＾ ５ ＃

靠化部 １册４ 年１布要求统
一

执行的 《 田野考古工作

规ｇＣＭ？＃號是这 ｆＳ？程基磁上形成＆ 。 先生 ， １９ ３２

年发表 的 《 田野考古序论ｆ和 Ｗ ５６ 年发表簾？ ：野考

古方法 ｜是 田野考古工作 的经典之论 。 要贯＿祖行 ， 需

要有制度 闬证 。 考古 人 人新培敗 田野队每年 的

学术 目标 、
工作计划 、

工作期间 的每 月 简报 （ 汇报 ） 、考

古工地每年 的年终汇报 ， 先生＿亲 自 主掩徽 问 、批阅

指示 ， 对工作戴行总结和点评 ， 布置寒二年 的輝野工

作和学翁庄务 。 另 外 ， 先生非常聲 严谨 的学风 。

１衝 １ 年秋 ， 夏鼐先生和苏＿爾先生＿西安检查沣西遗

址工地 ， 当 ＢｆＢ生要看实测图＞樣队拿不 出来 ， 队内

萁他 同愈 张皱折 ６４雇 ， 夏先生又 问领队开方 的

位置 ， 为 何拿样开方 霸队答 不 出 来 ， 实际上 虽 住工

地 ， 但很少到考古现场 。 先生回所 后 ， 了著名 的
“

南

巡讲话
”

， 对此事提出了严威的批评 。 另 外 ， 大拿都知

ｉ驟先生帮Ｋ 

“

瓜 田 李下
”

譬喻
“

考 古
＜

１ 不许收藏鸾

物％这是写 人了
“

考古人 员守 则
”

的 ，纖 ４所人 员要

上 的 第
一

课 。

二
、学术成就

沈丽华 、 郭薛 ：
从隹 的 简 历 中

，

義扪 可ｗ着到 您 的

学术成果极为 丰硕 其 中＊ 有像ｉ新 中 国 的 考古ｉ现

和辦露＞ 、 １中 国 大 育科金书 ？ 考 古 学卷Ｉ达样的 大盤集

体箸作
，
也有 《大 甸 子 ＿ 北朝壁 ？ 墓》辱童＊级

发掘报告 ，
还有＜：中 国 出 土壁 画 金＃ １类 大＊爲 书

，

＿

翁蕞重要的 还是您 的 个人文 集＜：霞墟上妁 足迹 》 ， 違些

一 ＊ 定 与 您 丰 富的 学 术歲 历 密切相 关 。 義们看蚵您泰

£ 這 西 区 古文佑 （辦 石 器 至青铜时 代 ）绰论 》

一 文 中谋

到 ＃秉琦先 生 的
“

区 系 美 Ｓ论 ２ （１１９ 年羞茶秉琦先

生诞辰 １ ｉ ，〇 周 年 ，

北京大 学考古 文博 学徼举 办 了

来琦 与 中 国 考古 反思与展髮
ｙ ’

學术研甘会 ，黎参会并

筹
— 个做 了

“

区 系 理论开拓 了 中 国考古 学 的 新时代
”

的复言 ， 可《 ３餘錢審秉琦先生对您的 每响吗 ？

徐光冀 ： 苏秉餘養生是 中 国 杰 出的考古学家 ， 是

中 国考古学 的重要奠基 ：Ａ ，
是新 中 国考古学 的指导者

之一 ＜是 中 国大学考古学緣育 的主要雜給人 。 和先生

接触
；从大学时期就开始了 。 当 时先生是北大考古讀

研室主任 ， 主持翁学＊学生培养工作 。
１ ９ Ｓ６ 年 ， 先生

给傷门供翁 ５

秦汉考古学 ＇ 这时麵开始多 来 。 先

生 ｉ＃课的特点是＿了传授专业知识外 ， 还特别着重讲

＿究方法 。 根据教学计划 ， ＆
一

年要敞学年资文 ： ， 先

生帮裁逸定 的题 目 是
“

东 周青铜容器鐘秦期
”

。 先生耐

如何收集灣料 、 如何偏
１

卡 片 》｜５何进行分析 Ｓ ^

队等 。 后来 由 于教学计域的改变而 中辍了 ， 而这些卡

片 ， 我至今还表＿地保存着 。
１ ９Ｓ７ 年我们班＿洛阳进

行 田摩懿学穷其 ，

３ 前段 由 陈 公柔先生指导我们宽^

织厂 的１国墓 ， 后段 由 苏鑛ｆｔ先生指导我们整 Ｓ＊河

爾岸 的发掘资Ｐｋ 每两入
一

组整理
一

儀探沟 ， 写 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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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烹 ５ 抄 ２０２２ ． ０ １

习报告 。 先ｆｔ—组
一

组地＿行具体指导 ， 对＿们■行

地层学 教 学 的基本训练 。 １ ９ ５Ｓ 年在驗西华县泉

护村班行 田野生产实 习 ， 这是
一

次从发＿擊理 的 系

统训炼 ，
苏秉琦先生在发掘 后期到工地指 导实 习 工

§ 。 我 当 时负责與梅 探方发现了龙 山文化遗＿和
一

批仰韶交化財期 的窑址 ， 先生根据仰韶文化的地层 关

系 ， 对探方ｆｔ土 的 仰＿文化的 陶 片邊行了仔细 的普类

排比 ，＿了，口 尖底瓶 、 彩啕逢等 的具体特 怔 ，＃对

它 丨 丨 １进行分期 ， 使ｆｔ从中受ｆｆｌ深鋪教益 。

区福 ， 古文化、 ：古＾！
，
古 国 丨ｉ：以及古 国一論 国

帝 国论等学 术思想 ， 是ｇ弯先生对 中 国考古学 的 重

要贡献？
。 ＿在考古学＃颇具影＿？谨念所以

能擊相继＿出 ， 当 然 同 苏先生长期以来对全 国各地

考古资料分析之详和探素之深是分 的 。 而这里面

有
一

点十分重要 ，纖１
５
２０ 世纪 Ｗ 年代初在辽西鐘盧

开 展工帳 ， Ｅ分出藏家店下层和上层两种青铜时代文

ｆｔ
ｆ
在红 山文化之Ｉ卜又囊现富河文化 ，

这些 重靈信麗

暎引 了先生 的注意力 。 如果仔细回顾先生 的 研究 ， 就

冒？翁羅辽西地区考古学寞 彳＿每＿为 先生屬＿ 的

重点研愈請ｆｅ 。 区 系类 ＳＩ發寒纖于 纪 ＴＯ牟代 ，

但其萌生＿是 ２０
ｆｔｉｇ ｆＳＯ 年代甚至 ５ ０警ｆｆｃ 。 产生于

２？ 世纪 Ｓ０ 年ｆｔ 的 古变化 、 古域 古 国邊．

５
则是 ＬＳ歲宁

西部东山囔 、牛河梁筹红 山文化祭祀透址 的 专现 为 背

景 。 ＿ 后揭露 的 止锚湾 金 山嘴秦汉馨筑襻＊使 得

先生不ｆｔ思考 ， 特别篷涙系到辽西地区麗Ｉ？店下层 文

烟衰趾群分布 的犧摩生 ， 终于 世纪 １０
＿提 出

了古 国 方 国 帝国 的戈 日月进程三段说 。 作为 内蒙古

队 的成员和Ｗ常聆听先生＿＿ 的学生 ， 我们
一

詹在先

生 的指导下开 展工作 。 先生的 Ｅ 系囊型理论是根据 中

国考古学学科的实餘續出来 的
，
遺 ：

：而又糧辱考古学科

觀，
在夷践 中 齋到理论 ， 再指导学科＿践 。 ，截

来看 ， 要充实丰富先生提出 的辽西地区 历史发展 的框

ｆｔ ， 还需要迸行大量 的 工 ；Ｔ？ ，
加理清古 化错综复杂

繼衾系 、发 展？每乎 的 时空缺环等等 ， 这些鄯镊要有

计划 、 有步骤地 展开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 。 Ｅ 系类 ＳＳ

理论 的 丰富和发 展 ， 包括 中 国 史前史 的 重建 ｓ ，塌
？需要

偷賴 ：多工作 。 和苏先生
一

起工作还有在他领导下 ， 参

ｆｃ 中 国 历史＿＿ｆ官 的 ：鐘查Ｉ东列 。 １
：９ ５９ ＿为新 中 国建

立 十 周年 ， 北京建设了ｔ大建筑 ， 中 国 历史寧

馆新馆即冥中 之
一

， 位于天安门广场东 ＿ ， 要布置
“

中

国通史陈列
”

， 当 时ｉｔ全 国 调集了５ＣＷ 人参加
ｓ
同 时

调爾愈 国 文翁 １馆领譬小组 由 艰拓担纲 ，
Ｗ ５

＜

３ 年

初 ， 我和 同班四 位 同学 ， 也参加了通史陈列 。 我参加战

国秦汉一 晋 南北顧组 ， 大组长苏秉琦 ，
，爾问商承祚 ，

组 员 中 还有 中 国科学院 历史機朱大昀 、 孙达人 、雀又

华等 １
我们主＿愈责 内容翁计 ， 包括隨ｆ Ｕ 内容和说ｆｔ ，

另外还有
一

套美工陈列设计人员 。 向先生学 习考古文

何 反映 当 时 的社会和文化 。

荭有
一ｆｅ时间与苏先生相 处较多、 是在到河南省

盒县五七干樓Ｗ期 ， 密学社会科学部到五七干校是

Ｗ？０ 年 ；５ 月 至 年 ７ 月 ， 干校时期我们是与 ｉＳｆ｜

史？成
一＋赛队 。 去了之 后种地 、 自 己烧砖造 号 ， 我

的工作是打砖坯 ＾｜翁 。 先暂住老 ＃春，
当警冬即搬至

自 己盖 的新 居 。 夏鼐 、 苏秉琦先生看 白 薯地和■ 白 馨

喂猪 ， 近？

代所也有老先生如刘大年 ， 后 来开玩笑 的互

称
＂

麗１
”

，
五七干校＿麗学 。 那时＃

一

休息 ， 休息时

＿夏 、苏两位先逢 ：考古调查 。 当 年冬季ｆｆｉ新房 后 即开

齡搞适劫输查
“

五 ．
一

六發子
”

， 由 军宣队领＃ ，
ｉ

＜ｍ

年春 ， 即迁 往明港在军营继续清查 ， 我 当 时是重点对

象之
一

。 夏鼐先生提前 回北京 。 １９ ：７ １年夏 ， 又
一

批 同

仁回北京准备 《考古 》 、 《考古学报 》复刊 ， 筹脊出 国 文

物
＇

展 。 当 时 ， 休息 日 遂麄 同 苏先生
一

同 考 古爾賣 ，

以 后 停顿 。 休息 日 与苏先生
一 蠢 的

人 ．
日 益增多 ， 有 历史

Ｉｆ，
＿新

一

些 同仁 ， 开始爾暴

沟 ，＿指导发掘 。 这期 间先生与我＿＿多 ，如 中 国文

化起源￥是从
一

个地方发生 ， 而是＃地褢 展 ，逐步经

长期交流鐵告 、 特别和我讲我在辽西地Ｅ 工作很 重

要 ， 就是要ｆｔＥ域考古 ， 并说推备写一 篇文章讲这 个

问题 ， 实际区 讓思想 已形成 。 总之 ， 几十年来 ， 与 先生

在一起 的褢 月 ，＿齡生 。

沈丽华 ： ＃ 擎琦和，文明 两往先 生都 曾 对您参与

输写 鈞 《犬 甸 于 ：复 家店下层文化遺址 与墓地发掘

报告 》 予 ａ ■廑评价 您 Ｔ软 简单錢锬这郭报告吗ｔ

徐光冀 ： 《 ｉ？轉子 》是 七五ｍｓ
－

ｉｗｏ 年 ） 国家

哲学社会科學研究规戈Ｉ＃古学重点项 目 ， １９８６辱被批

准立项
，

１ ９８ ７ 年就完成了 。 主编是対霉民 ， 参与 编写

達詹刻晋祥 、 郭大顺 、邵 国 田和栽
，

我主要负觳居住遗

址咅
｜

５分 的编写工作 。 这部报告请苏秉５奇先生做了序 ，

报告 中 公布 的 主廳是 内蒙古 工作队 ：
１ ９７ ４ 、

１ ９７６ 、 １ ９７７

和 ０８３发掘在 旗大甸子邊ｆｌｋ ：＿发掘

工 作 ，遗址方面Ｗｖ
了
一

罐家 店下层 文 £ 时期 的夯

土城址＿ 座威址 的规馨约 ７ 万平方米 ， 是附近 多組

修址 香 ；
规模最大 的 ， 应该是

一

处 中？＿落 。 在 址旁

边 有规馍较大 的 墓
一

共发现 ８？ 座
，＿全部进

行了发掘 。 墓＿是长方＿穴土圹墓 式＆ ＿身

直肢为 主 ， 有大 、 中 、 小三型墓葬 ， 大型墓 出 土騰葬品

驗为丰富 。 这里大型墓ｆ＿Ｊ
］

、型墓 的 区道甚非常具有

社会意文鶴现象 。 墓葬中 随葬品ｆｔ种类比较丰富 ． 淘

容器中慕和＿是最普遍＿ 囉＿类 。 因 ；％鬲 的特怔比

较显著
＿
我们Ｅ分出 不 同 的 用 鬲集 团 ， 这＋揸址既有

卩敢雜又有大型墓地 ， 而且在遗址 周＿ ３ ５ 千米＿

围 内肩们经过多年 丨赚 ， 发现多藤 都没有

大甸子遗址这 模 的 。 这个蠢ａｔ的墓瑜Ｈ壶齋三大

区 ， 各大区 中夏ＩＩ以分成若干小区 ， 可分为 Ａ 型 、
Ｂ

型 、 Ｃ 型三型 用 ＳＩ集团 Ｊ＿Ｓ以其他随葬品‘评含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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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墓
”

的记载 。
Ａ 型 用 鬲集 团是最强势的 ，

八 ＿ 鬲

墓葬中 大＿墓也 Ｒ 占 少数
３
有多套齋｜■器 ， 与 二里

头寞賴陳 ：类 的 鬵 、麝繼葬在
一

起共 》 座墓葬 。 不 同等

级墓葬 ， 葬于 同
一

墓地 ， 应是一＃以血壤为纽带联 系

在
一

起聚落墓地 ， 其字智 不 同 Ｐｉ濟 、 不 同家族 。 厲紙，

＿们提 出 ： 在 公元前 ２Ｗ０ 年左右 ， 辽西地区夏家店下

层文ｆｃ的大 ；ｆｅ子遗址 土叠应是 已戀又重明和 国家

的 发 展阶？ 。 这部报告 后寒藝Ｉｆ＾Ｔ首届 国家社科基金

优秀成果奖 。 联系到我 丨门在赤峰阴河 、 英金沙石域址

鐘＿查 ， ４３ 座石罐址 中 ， ＃１ 几，组群 ， 而且 在辽西

地区 我们调查夏家 店下层 文化城址在 ５６Ｍ
：緣以上 £

且与二里头文化年代＿ 当 ， 这些部是 中 国文明起＿多

元 的例证 。

沈 丽华 ： 遂还主编过 《磁县湾漳ｄｂ翁壁 ？ 篡 》 ，
这

是 ｇ 前唯一一部有关 南 北朝 时期 帝 ＿的真推报告 ＇
也

是历 史时期 为教不多 的 帝陵报告式一
，
非 大的 沈睿文

和 韦 正 两位還 师都 曾 写迚书 评 ＋
尽管这部报告出 版 已

诀 ２Ｓ 年 ，隹是报告 中 对 陶 俑 的描遂 、对壁 画 内＃的 分

析这藥基础 工 作都 已成 为犖界 的 标推 术语
，
为 大 家广

泛采 用
，
您可 以 再谈魏这 ：部报告吗 １

徐光冀 ： 前面 已经说过 ， 湾漳ｇ慕非常重

座墓款墓＿构造到出土遗ｔｅ都具有
一

定特咮性 ， 墓 中

出土了龙鬣陶儒及其他＿
遨物 ， 还发现了

■美 的壁画 ＜

内容非輯丰富 ， 但蜃麗 为ｌｉｆｅ和 自 然损害等 原慮
＃
发

＿时工作 的开展＿艰－

难 》
这批资料也显得有些杂乱

无序 。 如何清晰 、 全面 、准働地发表这批變轉 是潍墟 ^

队 当 时
一

项艰巨 的ｔｔ＃ 。 ＿们花了近 １：〇 年趣ｔｉＭ进

行文物傷护和报告整理 纟蜃写工作 。 在Ｓ告编写过程

中 ， ｆｔ们 自 始至终坚＿运 用考古学 的方法 ， 达到 以簡

＿繁的赞寒 ， 并恪守以期Ｓ说话 的基本原 则 ， 以全面 、

准癱地报告客观现象为 己任 ／将相关认识和摧陶ＳＳ

在与粒告发金直接关 系 的范畴内 。 如对壁画 的仪仗队

两壁各 ５３ 人
，
其手持懷仗 ，难于与文藤３＊吻 合 £

栽们 用考古学 的方法 将其分为 ２２ 类 公布出 来 ，龜 供

给学者和读者研ｉｎ读 。 虽然经＿貪料分析研究 ， 湾

＿面墓 的 墓主 人振可能激是北齐开 国 皇帝支宣帝

， 但是我们在报告 的 命名和结语抱论中 ， 仍然坚

持客观报道与 主 １ １推测严．赞分开 的 原 ＿有 Ｋ

， 匕齐文宣帝高洋武宁農发掘报告
”

名之 ｔ 也没有将倾

ｆｔｔｔｉｌｉ仑Ｓ加给读者 。 后来 ＿在 《

‘

會肆高輳
”

的 几 １

、

＿题 》 中 表达 的也是这 彳＼讓见 ，考古 发掘简 告发

表资料＿慎重 、客观 ｓ
？ 另外 ， 我们在＆部报告和前面说

霉 《大甸子 》 中 不仅力争全面＆布貪 和结论 ， 还注寒

■Ｐ野工 研究 中 用 的具体方藤 ， 详细加

６ｔ叙述 ， 说明 资料嚴氣样敢 ．据 的 ， 通过具体分祈得出

了哪些结论 ， 还有哪些 问＿有待于进
一

髮解决 ， 以便

于学眷们在研郊？批资Ｈ肘可 ＬＳ有所 ３Ｓ舍 。

２０２２ ． ０ １ 先 方 义 物
ＨＶ ４ 『 ＳＮ ？Ａ １ ＞

郭 薛 ｉ 巍 们 注意到 由隹 主持 的皮掘报告＜磁
＞＃身

簿北朝壁 画慕｜和个人文集４覆墟上的 足邀｜都请＃ 白

先生规笃 了 书 名
，
悉和 翁先 生 的 感 ＃一定秦書露厚

？￡ ７

徐光冀 ： 宿 白先生是魏的審师 ，
１ ９Ｓ４ 年？们 人学 的

时候 ， 苏 辑先生是考 古教研室主任 ， 宿 白 先生是副

主任 ， 因 为苏先生是从考古所｜±来兼职 每周五天 ， 周

六 回所 。 日 當 的工作主要 由 宿 白 先生负责 。 宿 白 先生

势龜ｔ ］麵三 国两晋 南北朝 、 隋唐 、 宋元考古 ，他对学

生要求非常严格 为学生终身受錄８ 每有 ：

支＃＃

请他＿阅
ｆ
他总是认真审改

Ｐ
连減点符号德不逾＆± 。

１
：站３ 年ｆｔ开地负责渾＿址 的考古工作 ， 曹＿＿城在

中 国 古代都城规划史 上 的 重要地 ｆｆｔ最ｆｃ就梟由 先生

提出 的气 他也颇蠢彳虽调东 ｌｉｌｔ亦师域染ｉｔｅ墓对隋唐

长聋城和唐陵制廬形成的直接Ｍ
？

。 宿 白 先生为 人

正漉
＞ 
亲切 记得有

一

次北大考古学 系邀翁偷专

题讲座 ， 我先去看望先生 ，

一

同晚饭 后
，他与我步行＿

教室并主持響遍 ， 尽管 当 时他 已经ｆｆ￡Ｅ系主任 。
２ ０ １Ｓ

牟，曹據高陵
”

引起学 术界 的 广泛争议 ， 由 于涉及行

政干预 ，

一

些学者 不愿 表态 ， 而他却＊着学者 的 责任

感仗更执 言 ， 始终支持我 的观点 ， 认 为 安 阳市西高穴

３ 号墓 由 于ｔｏ据 不足 ， 不＿＿
＊

＿高＿ 。 他这种

严谦的学风
一

直绿＿感染着轉 ：

（
图七

） 。
讀７９ 年 中 国考

古学会成立 ， 在第
一

届 代 表大会上 ， 宿 白 先生 当 选 为

常务理事 ，
我在学会秘书歎工作 。 之 后 他 当 选 为 副理

事长时 当蠢为 书长
；
苏先生逝世 后 ， 先生主持学

会工 ＃ｍ 后先Ａ＿Ｉａ为Ｍ 四届理事会理＿ ，

之 后又任名誉理事长 ， 相处时 ｉ

＇

ｇ夢 。 １始 〇 年

国家戈動局 召 开 的考古专家组会议 ， 评 田
＇

藤工作奖 、

考拿重要考舌工地 ， 参加全 国性考古工作会议 、 评选

考古十大新发ｆｉ等 与先生在
一

■ 。 筹＿我们 几位

老学生都给先生 、 师母过生 日 。 每年 几次到家看望先

生 ， 当面请鐘 ， 获益 良 师生情谊 日霉 。

沈丽华 ：
磁备湾舞＊朝壁 画盧樹 ？ 壁 画著称，

我 ，们

知道 出 土犛無在 中 国 考 古 学 史和羡 术史上具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 。 Ｗ８９
，
讀 白先生就曾主 遗《 中 国 美术全集

＊

绘藏编 ．墓 室壁 画墓｜，
若来 罗世平和金维诺两位先生鬢

先后主持 出版遗《 中 国 美 木全襄 ，墓意 壁 画 》 （ ：３０ １ ０＞和

中 园美木分类金集 ， 中 国篡室 壁 ？ 全集 》 （
２０１ １ ） ） ，

不

过坪辑募葬与 当 下 出 土壁 画 資料修本 相称 。 由 您主编

的 《 中 国 出 土 壁 画 金集 》孩 橐 了 逶一狀苑 这逄该羞爆

主持过的取大部＊ 的
一部丛 书吧 ？ 我 ：

釘知道 中 国 出

土 文物 大 系 是料学 出版社频 ：力 村邊的 一个 ｗ 禅 ， 在

私之前 已 绖 出 阪过玉 器 、
，
瓷 器

，

壁函这个 系 列 和垛往

有什 么 不 同 吗 ？

徐光冀 ： Ｃ出 金集 》除收集墓葬壁讀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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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１ ９８５ 年 ３ 月 于北京大学参加 中 国考古学会第五

次年会
（
前排 ： 苏秉琦 、宿 白

）

集遺址出± 的壁画 。 違 蠢总 的编辑方鑛以省市

ｅ 冷单位 變茸成册 ， 全书在 ｉｓ
—

册设前 言 、 出土壁興

分布承篇图 、 出土
＿分布地 与 及时代

一

览表 。 夸册

各有概述 ｊｉ例 ， 图 片按时代雜序 ， 同
一

时代 内 ， 将有

■确纪年 的排列在前 每幅蠢画均法明 名＃、年代、 出

土年份 、 尺 寸 、 出 土地属＾ 以及方向和 ｆｔ置 ， 闬存状况

＿存放地点 ， 并作 简要文学极明浪方 便读着查阅 。 和

玉器 、警Ｐ两 个全集略有 不 同 的是 ，费们除了每册省 、

市 、 自 治区 的機道痛 ：＞还在第
一

卷增加了讓言 、勢布地

图 、分布地点拿说網出土壁＿ 的整体状况 。 这部书 缠

撰不容 易 ， 最开拾我 自 认 不是 合信 的 人？ ， 但在闫 向

东社长 的 多次 ：劾员 下 ， 不 得 不赶鸭子上架 ， 当 时 ＨＩ途

请了汤池 、 信立祥 、 朱岩石 、 秦为树
＾

起进行这部书 的

編辑工作 。 这德书从开籍启蠢 ，
到正式出版 ， 前 后花了

差 不参 ：五年 的 时间 。 这部书＿翁組基本 目 的是学 术

性 、 资料性 、 艺术性 、
知识性 ， 也就是雅俗共賞 。 这是

一

项？Ｖ 的工作
１
除各眷希Ｅ 有Ｉ支编委会 ， 参加工作

时Ａ 员有 ２〇〇 多位々世ｆｔ 釦 年代末 ？费 的老，宿 白

先生主编 《 中 国蠢爾參藥 》
？ 墓室壁画 ＞射 ， 出 土

壁画材料并 不是很
：

多 《
—

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 出土壁

画增加了 不少新 的 资料 。 我们统计了
一

亨 ， 全 国 发掘

出 土壁＿有 ５７Ｔ ｉｉ ， 这部书逢爲了３？愚 ， 占 全部壁

画 的五分之三 ， 没有收 人要￡是被毁了 ， 要么就是澤

？ 不清 的 ， 当 然 为 了弥＃＿憾隹＿情收 人了 少量摹

本 。 这部书除扭版中 英文域魅＿ ， 还单独在东京 出版

曰 文版 ， 出版 后 的评价还 不 ｆｔ， 曾经获得我 国新闻 出

版翁 ｉ域 的最高裝 ＾露Ｅ届 中 国 出飯政府奖 图 书奖

（２０ １ ３ 年 ） ， 这是集 的荣誉 。

三
、 保护与规划

沈 丽华
ｉ

从 ２０ 世纪 衡 年代 中 开始 到 ２ １ 世乾初
，

国 内 很多 考 古 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 ，

包檢我 ｆｉ 自 己

在 内 都 贊 编参与
＇过三峡工程文漱镓Ｉ樣敕性发掘 工

＃ ，
管谢这最也《 园 家弟

一 次大规模的文物保＃ 工

图八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终验专家组合影

（
从左至右 ： 乔梁 、

王川 平 、陈振裕 、徐光冀 、傅清远 、 吴宏

堂 、刘豫川 ）

释 ，
也是第 一 史先棵蹲 洽 秦美的 文物橾＃ 工＃。 您作

为 规養 组和 专
＇

家頋 问 组成 员
，

从 １ ９９３ 年 开始 工＃ ，

１ ９Ｓ４ 年开始；参与魏 Ｓｉ矯制 ，
到 ２ ０ １ ４

￣

２０１６ 年作为文物

保护终验专 家组紐长参加 国务Ｋ对玄凌工程的 终验
，

方使筒 羊谈下 当 时 的 工 作背 景吗 （
图八

） ｜

徐光冀 ：
三蛱地Ｅ 西起重庆 、 东至宜 昌 ， 长江 南北

两岸分别有很多支流汇 人 ， 周边 的 山ｆｔ形 ｌｉ 

一

ｆ＊

特 的香Ｓ地貌 ， 历史上这里曾经是 巴 Ａ 的重要活动Ｅ

域 ， 秦汉ａ 后 虽淹被纳 ＼ 中原汶重化的大格局之下
、

但是爾其＾＾元 的 独立性 ， ￥５雜參了地方文化帱

残 ？＊肩时因翁地熱掏通 四 川盆她和江孩學蒙 的咽喉地

象文化 日

’

Ｊ細与猶撞陡＃三峡地Ｅｌｉ Ｓ考 察 中 国 古

是长江流域变明进程＿
一

面独譬镲子 。 但在三

峡文物Ｓ护工程开展之前 ， 我 ｛ｆｔ寸于这
一

地Ｅ 了解却

远 不够全ａ＾ｔｒ攀人 。 虽＿三 ＾｜齡考古工作早在新 中 国

之前＿开始了 ， 

１９４９ 年 后三峡濟库建设 的动议正

式提了出来 ， Ｍ 
？？ 世纪 ５０ 年 ｆ｜＿＿ 年代 ， 文截 ！方面

实际上
一

直在做相关 的准备工作 ， 包括各种重点地？

的 ｉ＿￡和象掘等 。 但总 的来说 ， 在二＿ ：

工穩遍齡决儘

之前 ， 这种 工作
一

直都不是徽系统 的 。

１明３ 年兴建三峡工程 的决议正成键Ｍ之 后 ， 作為

兰軟工程重要组成部分 的三峡文物屎护工程也正式

拉开序幕 。 当 时面腾
一

个顧题是 ， 三峡工程 的水春

觳面积 １０８４ 平方千米 ， 受淹面 ６３２警志千米 ，

涉及 ｒｆ北和 四 ？ （ 重庆 ） 两省 ２３ 个县宜 ， 在过去我们

还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大 纟！場裏寒 中 的歲＿傷｜户工作 ，

如何在有限ｉｔ时间 琢最大龍力輪救与 闬护这
一

Ｅ

域 （
三峡工程库区淹没区和迁建区 ） 的文化遗产 。 那 表

在这＃１形勢下 ， 系统 的规划与顶层澡计非费＿ ， 所

以＿个三峡文保工程可 以＃为两个阶段＾ 

１ ９ ９３？Ｍ９６

年 的规■阶段 ， 和 １被７ 年 （ 湖北 库区是 １如５ 譬 》
̄

２０？ 年 的实施阶騰： ｓ

最初 国家文物局组织女癒保护和考古专拿，
蠢地

卞突物 ：

、 地面食働薦，组 ， 对重庆至宜 昌 段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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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区文＿行了为期準个 月 的■察 ， 國 后 国家＃＿

就成立了
“

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
”

。
１ ９ ９４ 牟初 ，

由 当 时 中 国 历繫博＿雅 （ 现 国家濯物蕾｝ 和 中 国 文物

研究所 （现中 国文化遺产研究院＞按 国家文麵雜

负责翁＿ 《三峡工程 ？麵５区文＿抢救 闬护规划 》 ，焉 此

组 １ＣＰ三峡工程库区囊＿保护规划组
”

， 由 时任中 国

历史＿馆馆长俞伟超担任组长
，
？寸任中 国文ｔｔ研究

所 畐
［
Ｉ祈长爾克忠任副组长 ， 傅连兴和我分别 以 国寥文

物局 古建考家组和考古专家组成 员 参加 四 人组威规

划组 。 同 时Ｉ＃请贾兰坡 、 侯仁之 、吴 良後先－ 为顾 问

＿＿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相＿５ １划 、 箨料档案工作 ，參

公室成Ｍ除两单位人员 外 ， 还借＿ 了考古研究勝、 吉

林省文＿考古研究ｆｆ、 承德市文物局 的 同仁 。

规划组与来 自 全国 》廣大学 ＾料研机构签订 合

同 ， 有 節〇 爹 位专愈Ａ 员 参 ｜］ 了 制订规划 的基＿工

作 ， 对 ｆ＿撒区和迁建区 的地下食物和地面变＿＿行大

调查身测和发掘 ，
基本摸濾了文職点 的情况 。 ，麗

一

点非常重要 ， 为 后来 闬护工作 的针＿性地开展奠定

了基础 。 从 １ ９９４ 年至 １雜６ 年 ３ 月 ，规划组完 ｆｉＭ长江

三 ＃＊工程ｆｔ？ 
Ｅ 及迁建Ｅ 文输古 ｉｔ餐：

护规划报告 》 ，

这是我 国大型基本建设 中織制 的 第
一

部 系统 、完整 的

文物保护规划 。规？分象总规划 、翁省规划 、分区县规

戈 Ｉ

ＪｔＴ奢项规划 ， 共计 ３０ 本 ２猶 万字 ， 涉及文物保护项

目 １ ２￥２ 处 。 经专家论证修改补■ 后 ， 并报国务院三峡

建设委 员会批准
，
最终聽立了１０８７ 项 闬护项 目 ， 包括

文物 ７Ｓ 项 ， 主要是
一

些重寒獐址 的愚释与发

＿衝 文 ；物 顶 ， 主１针对 古謂鑛 、 石 刻 （ 會 水

下 ） 、栈道 、 纤道 、 桥＿奪地上文验 ， 包括原地 ｆ呆护

迁
Ｉ
呆护 、Ｗ及留取资Ｈ三种＿型 。 规划依据 《 中华人民

與％ 国支＿保护法 》 ， 同 时根据库Ｅ文物ｆｔ价值和 ｆｔ

鲁状况 ． 拟定了 不 同 的 闬护ｎｉｌ 后面 的实緣阶段基

本就是按照这 贏＊来 自 全 国近百家攀位 的 上

千名专魏人员和上万名 工作人员 ， 都参加了三峡論竟

驗儀炉大战 ， 你们参加 的应读鍵是实施阶銳 尚 彳父考古

院霧和科研■构配合参加故＿敝性发麵 ^

郭薛 ：
是的 ， 我轉獄龜一 ■參 ，

設有赶上玉峡的 考 古

工＃
，
后 来连续 两 次实 习 都在 南水４ｆｃ调 ：的 工地上

，
不

过现在从事 的是文物懷护侧 用方面 的 工 作 。
说到 这

里
， ＿ 慧得玉狹的 文＃保护 工程 作 为我 国 第

一 次大 填

的文物保护 工程
，

对 南 水北调 叫及后 来类似 的 大 盤 文

倮工租有哪瘵启发 、 或 者值＃猎餐之处 放在令天来

着
，
德

；ｔ＃ 当 年丑峡文物葆栌工作有啷隹缺遽 ？ 造咸

这些缺憾 的 原 因 主要是什 么 ？ 这邊缺撼或者 问趨放在

令天有可魏得 以解决吗

徐光冀 ：
三峡的文保工作至少有三个方面可■ 后

来 的大型文物 Ｉｐ护工程提供值得借鉴 的地方 ：

一

是工浮 的 義｜＿生 。 前面提到了 ， 在工程开蠢之

２０２２ ． ０ １＊ ＾ ５ ＃

初 ，接顆三峡建设委员蠢 ６ｔ還求 ，継歲立 了三蛱文猶

保护工程规划组 ， 先做各齡行 ｉｔａ ＿鏡划 ， 包括分区

县规划 、 分省规划 ，
ｓ慕镦总规划 ， 共Ｉｆ约 Ｍ ） 万字 ， 后

来猶们 国家很多大型 的世擇遞产 申报项 目 如大运

河 、
丝绸之路 ， 基本也是擒这 个恩路＿ ］ 的 闬护管理

规划 。 除此以外狂有
一

些专项驅＿作 为 Ｐｔｆ！牛 ， 比如博

物！ｉ＿ｉ受等 。 有四 个大 的项 目 也做了专项规划 ： 白鶴

＿ ｖ石宝毫＾ 张飞庙和馬纖祠 ， 经费是華利开支 。 今天

我们看到 的水下傳＿館里 的 白鹤梁石刻就梟遺
一

时

期 闬护 的威臬 。 这 个对于大型 ；ｔｆｃ工程 ， 尤其是基建

中 的工程项 目 ， 不仅停顰在瘍取与 ｆ果护层面本身 ， 同

时也考慮到了 后续 的 展示与 传承 ， 当 时规戈 ｜健设 的三

峡库区博＿雜 ， 包括重庆 的 主馆
，
坏仅是西 南地区馆

繼聽为 丰富 、 展魂最为 系 统 的综 合博物馆之
一

， 也鄯

成 为今天深受大 ＆欢迦 的文博场所 ， 成 为 人们了修这
一

地区 古代社会生活 的重要窗 口
， 这也是我们为 后 人

做 的最大贡献＃＆ ■ 当 时重庆三＿博物馆 ， 申 请 的 是 中

国三峡博物馆 ， 国 务院批复寧
―

重庆市 中 国 三

馆
”

倒定 考她方博物馆 。 现在三峡各Ｅ县 ， 都利 用三峡

竟物逢设了 
Ｅ县＃物憧 ， 三峡女物得到充夯利 用 。

这中 间还有
一

段插曲 ，
１ ９９２ 罕驀 在北京芳 园宾

馆 召 开有 国家文物局领导参加 的考古专家组会说 ， 其

中
一

项议程是讨论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 。 会上意

见 ， 与黄河三门撃水 库文物＃ｆｆ＊
—

样 ，傭＿ 中 国社会

科學院考古研寬所负责 ， 后来局里考處到 当 时考古所

的状况 ， 作罢 。

二藥视＃ 的前瞻性 。 择炉工作澡有把视野局限在

古遗趾 、 古墓葬 、 古鏖筑这些传统意义上 的 ，

同 时也考虑到了很多其他方面 ， 比如刚 才提１ 的 民

民俗文物 ，
三峡工程淹没Ｅ是土家麁聚 居Ｅ ．他们

在这里世代生穿＿衍 ， 创造了绚烂＃１彡 的 民 文化 ，

是长江文明 以 ＾及中华文明 的 重要组成＃卩分 。 因 此在

护工程启动之初 ， 就 ａｌ托了 中 央民＿大学 的庄孔韶魏

揆做这方靡 的专项工作 ， 从生 产工具 、 衣服
；灤＿、 居所

家具与宗教信仰等十 个方面迸行了全面调查 ， 并且提

出了影视影掾记录与餐存 、 典型文物怔＿与 ｆｔ＃
＊

、 古

代人骨廳滕与 ＤＮＡ＃析等保护措翁 。 除此以＃ 卜
，＿

？剔 关注了沿江＿桟道和纤道 ， 由 于江水ｉｉ盒 卷别

是洪水＿节航行中看， 在两岸绝壁古代人 民开凿栈

道 ， 以 便通 行
，
如大宁河栈道 、 働水孔栈道等 ， 纤道癌

．门愈纤夫逆旅牵引船 只开＿＿通道 ， 它们都是 古代

人民与大 自 ＿斗争 的记录 ， 因此也都采取了原地 ｆＷ户

和留敢资料ｆｔ方法 脅顧迸行了复建 、儀模复＿或

者ｗ割搬迁 。 ＿嫌＃交通外 ， 陆地交通多靠桥
＇

拳Ｉ勾通 ，

三峡地Ｅ古代＃＿廳有特 色 ， 也都分别藥取了猿体■

迁和原Ｉ ｆ呆护 的捲

三是制＿宠进性 。 在项 目 〒过程ｔ
ｊｖ懷尊

位 、鞍领队来 分面遗址进 行工作 ， 从說掘到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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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到底 ， Ｉ能 几 个舉位 同 时 ：餘
一

个ｊｆｔ址 ， 这是很集

要 的经验 。 这 个方緩髮去叫队长负责 现 １！叫项 目

负责人制廳 ＊翁须有领９？ ＿

单位 负爾 ，
不觸ｆ象以前在湖

北纪南域大会邊时 ，
几 个尋＆ 负责

一

个蠢址 ， 结枭犧

也写＾ｌａ告 ， 造碑严重损失 。 ３：作系敢合 同 制的捧

法 ， ３ＦＩ＃之前Ｗ＃
＿獨定工作 内雾ｆ□经费 ， 同 时養

有第三 ：盒避龜验收 。 三峡 德蘧收 ， 慮＿５水北
＝

＿工

程时
一

个邋址 的工作做完了就验收 ，

一

ｔｌ賢
一

个 的验

收 。 然后蕞？市＿｜｜ 。 目 前 南水北调工程还在试运

行 ， 尚未ｆｔ过 国务廳１冬验 。

義冰＊调工程基本也采取Ｉ ＿样釣迤法 ， 在辑■

＿參雛ｆｅ ￥
由水利部成立 南水北嘗數期工 Ｊｌ＊皆家组

负责指导各省市響划工作 的开展 ， 截作 为 专家组成 员

＿工作 。 中线 由．江水利委员会汇总 ， 东钱 由 ，隹河

水利委员 会汇总 ， 并对规划报告 （ 可研ｆｔ告 ）迸行调

研 、ＩＩ证 、审核 。 与三峡工程相 同 的是丹江 口
＿抬升

水坝 ， 库 隹 ， 有部分 ？４投Ｅ和移民Ｅ
；
不 同 的是有

＿数會的渠线 ，

虽然也具有规德大 、 时间 紧 ，歡■ 广

的特点 ， 但翁水干爨是在文物鮮工作 的基础上
，讓

者至 少是 同 步开始规划设计 的 。 所以前期选 ＝？３介段＿

基 石Ｐ：作非會翼粟 ， 各省Ｔ？在进行细致 的 溝琢《勘探

后 ， 需首先写出基础潘料拫告 ， 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 ： 历

史资料肩＿资料 、 渠麵经地区食祕布状况 。 ＩＩ 后

羅行论证 £再藏行＿承＿渠＿ 的规划和 工

作 渠浅逾过 的地Ｅ把瘺脔 个基本原 则 ： 詹先 ， 地面古

建筑等女物尽量避开 ， 地 １Ｆ文＿爾學＿开 。 讀庚 ，

有了三峡的经 在南水北调 中考虑到＿ｉ下戈翁＿ 不

可颈见性 ， 在规 规中提高了 不可预见经费 ， 即从三峡

工程 的 １ ％提高到 ４％
， 同 时提高了基本预鲁費 。 东线

工程＿纖主要利 用大餐柯输水 。 此外 ，监理 、 虔

更完善 。 在灣水北调项 目 中 ， 改变以 往项 目承担方互

相 申屬查－

＾的 局面 ， 而改 由 第三方进行项 目 １理工

作 ，项 目 结束 后 由 省文物局乘 水局安排专家组进行

项 目 验收工作 【
图 九

） 。

图九 ２００５ 年夏参加河北省南水北调文物

保护调 度会
（
中 ： 张柏 、右二 ： 徐光冀

）

赂显遺憾或者不足 的地方 ， 比如放 《规划 》审批靜

后 ， １卿６ 年 ３ 月 上报 １妈ｇ舉 ９ 月 才 召 开专家優 ；

诚鲁巧？ 〕 年 ６ 月 全部项 目方审批结束 。 地下文＿有

不可廢涵性 ， 木 全ｌｉｆｅ工程篇工 的管理办法 ， 有

的地下文物 中心遽帶參民工作滞 后 ，秉ｔｆｅ給文物 闬护

工作留下充足 的 时间
；
有 的 民 居擬迁复建 ， 因 为 时间

繁迫 ，痛ｉｓ杯境的协 ｉ周性不够
；
＃獻遽前面提遽的 《民

族民俗文梅保护规划 》专題＿划 ， 审批时全部被卿除

了 ，逸是非常可惜的缺憾 。 这些遗憾有些是受腺于 当

时 的工徐背景和工作经费等客观 因素， 另 外
一

些也与

当 时整体 的 变物保－护理念有很大关轟 ， 如果欺到 今

天 ，義们可麵鲁観磐更好 ， 但是历史毅會擬Ｓｎ ， 在 当 时

的情况下 ，
三峡已经做得很好了 。

郭 薛 ： 雨 以从这 个 层 面 上 來说 ，
三硬的 文 物保护

对于今天 习暴书 赶 ／樣 出 的承 江Ｍ释带建设－

、參 江文化

保护侍承 弘 杨 以 及黄 河文 佑＃來私杨４巍供 了 董要

借鉴 ？

徐光冀 ：
是 的 ， 不 仅 保躉长江 ， 虽 然三峡 （ 文物保

护工程 ） 是 个大型 的撝救性 闬护工程 ， 但其 中 的某些

理念和做法对于令天 文化 的保护传承与弘扬也

是很有 借鉴和启 发 的 ， 比如说交 的 护 、 ＰＩ餐

文ｆｅ 的键查与保护 ｙ第命文物 的 哚护等 前段时 间 国

家文物局发布了 《黄河文物据护利 用 专项规划頌要》

（ 怔求意獅 ）
中 就有

一

项
“

水陆交通
”

， 把与 黄河

＿ 的濟 口
、 古道屬桥等代表性遗 了 出来 。 这

一

点很好 ， ．
如果放到世界遗 产 的语境下来考察 ， 有些交

遺搶产可ＢＩ袖作一种独特 ■的 文 ４感观 ， 人 与 自 然 ， 与

江河互梢作 用形成 的邐产 。 民俗文物在其 中没有专１

驅 象穆雜Ｉ憧应该会在未来其他 的规 翊或者文 ｆ牛中

包括进来 ， 毕＿河新影响和塑造 的 信ｆｔ 、 习俗更禪

深遞，
从这个层面上遵 ，藏１３在三峡究職叢＃ ？工程 中

所作 的民族民俗文＿ ， 不仅 ｒ限于ｔ规意义上ａ非物

质文费）遘产 ， 它更是
一

种遶产地猜摊薄輝濟见证 。

郭 薛
；

是的
，
三竣的 文 物探护 工 作 ＆ 经 ，过 了 二 十

多 年 ， 在这期 间
， 中 国 的 文彬壤产 保护 不 譬是ａ念 、 技

來还是 ，实親者 面 ，
鄭取＃ 了 振 大 的进步

ｉ
您 也又 陆 ＝痛

翁导 了 很多 太 遗址倮＃ 工 ＃  ，

比如 高 句 ｉｔ遗址 、 杨 蜊

處遺址 、
，鴻 山遠 ：

址 、
三皇堆遗妹 、余 沙遗址等 ， 隹象得

这Ｊ？ 太讀址保护工作 有哪蠢特 点
，

又有哪截值＃肯复

和 反息之处

徐光冀 ：
我＿象比驗 ：深 的列 首批 国家考古遗址

金园 的 几处大遗址 ，

一

来因为 它们各方面工作开展＿

比纖早 ，
二来各方面 的 工作徵得 也比较扎 实 ， 比却猿

高句丽 国＿古遗址 公园 ，ＭＥ女山域 、囯
’

内城 、 丸＿

山爾 、
王陵和墓葬区離＿括了灌来 ， 对遗址拿体＿

±竟进行了全面 的 隱护 ，麗示手段也很丰富 ， 公 众 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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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鼙ｓ
三星堆 国家灣 古遗址 公园 ， 歐？址翁行了完

＿＆护 遗迹主要是博扣 展示 ， 开故展苄做得 也 下错 ，

希望未棄能有更好的社会截翁 ；
三星堆新 的遗扯博物

馆 ， 隐于地下 ／有似无
”

而展示内雲又懷为丰富 ，

ｆｌ襄引

众多 ：＃众 ， 社会效益好 ， 经注效益也好 。 鸿山 国家考古

遺址 公 园 ， 为 了胃地 ＿护策址 ，将 闬护范 围 内 的 居

民进行了廳 迁
，种憧個＆为 农业生态 展示 ， 目 前

主要在 ｉ＃物馆 内通行展示 。 金沙 国寥 ：考古遗址 钤园 位

于成都市区 ． 保护难度１Ｒ大 ， 当逾政府 丨Ｓ整建设规划 ，

慧徽回 购土地 ， 对遗址实崩！整ｆｔｉ保护 ｆ 公 园 内 除了逮

ｆｔ 的原状展示外 ， 也有遗址博＿馆对出 土文獅＿行展

陈 ， 文化活＿富多影 ，秦受市民欢迎
，
金沙也早就成

为象都的域市名 片 。

总地来腾 虽魏这些六灌址 的年代 、性质 、规＿和

位置各不相 同 ， 但 ｆ呆护ｔ方面我彳人为有 几点共通之＆墓

值得肯歡的 。

首先是有
一

个会面 、 长期 的 簿护规划 ， 是 簿护 工

作 的基础 。 有很多大＿４＾樣是 先行 ， 实现了

对讀趾本体 的＿保护 。 露 震。 中

期和远期
，
要着眼于现＿问题 ， 也氧數眼于长远发 展 。

同ｆｔｆｉｉ们也ｍ识到 ， 随着工作 的 开 展 规划 的 内 容

Ｉ
Ｉ龍需饔有所调？ 。 比如揉帅

丨城在微遗ｉｆｒ公园

时 ， 对原 《择＃丨域遗址 （ 隋至宋 ） 中认定

护范 围 也握出了修正方案
ｆ
其他遗址 公园规划也

是
一

样 ．都是有时讓性的 着寧古工作进
一

步开 展 ，

有了新 的 发现 ， 还需要再＃＃正方窠？
又如邹姨遗址

的 闬护规划 ， 随着新 的考古 发现 ， 其 闬护范 围 也需要

修正扩大 。

二是考古工作 的长期 、持续开展 。 考古＃探 、＿

ｆｔ研究是大遗址标 ， 有齒时候魏ｉｆ ］ 的 ■护与

展示工作１为 后面■考 古工像■
＇

留空间 ， 在做好除护

傳Ｈｉ下 ， 坚持持续性开展考古调查 、屬样和贫舞，
加

強室 内整理和相 关 的学 术研究
，

是遽址 ：生命 ｉｉ的 闬

＆ 我前面￡劉鑛这几处袁邋扯 ， 基本上都有长期 的

考古工作计划 ， 近年来也都有 不少很好 的新发现 ， 给

ｆ呆护工作增Ｉｄ 
了新的挑饞 展示和开放带未了很

条斷 的＿ 。

三是坚持社会＃益优先 。 这本身也是考古遗址 公

园建设 衷 ， 雜織＿ 的致几处遗址会园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翁＿好 ， 这 当 然是最好 的 ， 但也 不 ：必鑛 考

古遗址公 园 在 闬护 展戎的 同时鼓是要让老百姓能够

有
一

个休＿和参观的龜＃ 。Ｈ ｉ不是什 歌＆＿适含

建设遗址卺园 ， 比如在城 乡＿方便 的地方璣屬址公

园 比輕容 易
ｓ

＇

但要是在深山老林里面搞遗址盛 园 ， 就

没人去了 。 各地貉 合 自 身特色  ＞
：麵 自 身优势 ， 不要机

械模 仿 ， 在抓牢保护文物 的 前提下 ， 灵活ａ

用 。

２０２２ ． ０ １＊ ＾ ５ ＃

最 后 ， ｆ呆护单位和管理体制也非常重蒡 ， 《文猶

法 》＿二十 四条规定 ： 国有 不可移＿文物不 得Ｐ让 、抵

押 。 ＿立纖馆 、 ｆ呆管麵奢龠为参观剝览场薪 的 国

有文输保护荜位 ， 不得做为企业资 产经营 。 这几 １

、

国

家考古遗址 公园 ＿爵鄭还是文物鄧门＆身在管理 ， 日

常＾也 不错 。 但是也有
一

些其他本应 由 女論部门管

理 的 文保學ｆｔ ， 却交 由雜游部门管理 ， 造成文物的损

會 。 这两者之间未拿需要
一

好 的机制来＿ 。

沈丽华
： 樣起保妒我也裉有 同

：

比如在邺城 ， 我

们发现的基本都是玉遗址 ，
埋在地 下

，
地面 几乎无 ：迹

可寻 裘掘輕東后
，

从公众 的 角 虞碧 襄原状展示
？

最好
，

杈是在过程中秦ｆｆ了就会看到邀縫表面 会本野 出 现翁

孰 、
坍塌等诸 多 问麗，

如果＊？把德迹田填 了
，
大 家 又

会覺撙不 真 ＿ ｆｉ 隹如何看待迳种从学 术 出发的 棵护理

念与公众驁求 间 的展示 冲 囊 题 ？

徐光冀
； 眞实 不光是鄭雜 的

＇

＿大部分大識

址 、
＿纖錬土邋：綠

｜
虜土 质地 不像西方 的石材

遺摩那我藥 固 再加上黎百年 、 千年 的 人 自 然 因

质地就更加邋弱 ， 这＋卷点ａ们要先有清醒

地认识 。 曹梟是可以 展示 的 ， 有＾ 不篚展＿遺 ．

＃

重要

的是将本体保护好 ， Ｋ住了就是对我们 国家 、 对我们

民族的截Ｉｔ 我们现在还没ｔ 

一

种方法能够使这种土

遗址长期保赛展示 修半坡遗址 、 大河样遗址 的结果

都 下理想 ， 下成功我们就要羅取篸１ 川 ， 不要４者路 ．

，震

想新的办法 ， 关键是把它 ｆ呆住 。

在爾看 ＳＩ ？
在 目 前 的揉離条件下 ， 地下績蠻５ＳＫ

以回＿保护为主 ＜地面遗迹保＿蠢以徽理材科约主
＞

女＿＾、 合基 。 遗址展示给 公 众参规ｔ
艮重棄 ，但是你棄

让權们看地层关 系很复杂 的邋廳 ， 矮羅朱必好 。 在大

规模感Ｍ■址上建斑大面积 展厅 栅迸行

开敢展示 ， 温湿度以及因 为零客增加导致 的二氧 磷

齡魔 ， 也会对獲址造成破坏 再者＾些过于高大 的标

志性展示建成
，曾饞邊Ｉ

给邊迹ｔｏ鄭翁带来＃击 ，ｍ至

于喧宾夺主 。 所以
一

些 重要 的遗迹可ｕ进行模拟 展

示 ，比如城墙 、城门 、擔銳 台基馨 ， 这釋本体 不会美＿

失 ， 若干年以 后模捣 ］的基址模型坏了 ， 还可以再做 。 所

以 ， 可以采 用 不 同 的方式来縣 ．徵馨ｇａｓ后 ， 不能

展示ｉｔｅ住本体 。 当 然
，
必要 的 展示还是要 的 ， 有助于

公＃ ｃ参观 ， 有利于大家 了靠 ：文＿ ， 加
ｉｉ ：真物 的■貧意

识 。

所以本 质 上这 不是从学术出 发 的
＇

保护理念与 公

众需讀间冲突 问？？１！是 由織址臂牲？评＿术决定

的 ， 这就要隶我们在做 展示 的 同 时要考虑 ｆ呆护 的可赫

续性 。 在 ｆｆ护土遗址时 ，粟尽量韋 用 传统 的方法 。 《城

有三合 ； 最有名 的是铜雀合 ， 现在还剩
一

个 角 。爾它 的

録护就是培土 ， 培上夯土減形成对文＿傘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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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态
梅 ２０２ ２ ． ０ １

了 ， 培上 的夯土赛干年 后坏了 ， 还可以專：培 ， 这就是 用

传统 的倉■ 。 当 鼴在还有
一

些新方法 ， ｔｆｃ＃说 用 化

学方法加 固夯土 ，
ｇｉｔ要非常慎重 ， 要考虑到可逆性＜

如果 不龍可里
，
就要先搜鍾 的地方试验 ｓ 比如大甸子

遗址 的 彩 陶 ， 用 的方＿是可逆 的方
＇

＾到规在四

十多年了
＾ 

ｆ呆存得｜错。 壁画 的 ｆ呆护＼ 有些化学方法

可以做
，
有可逆性可以傲。 夯土 的加 固 ， 有 的 用化学方

法 ， 表层 的若干 公分确实非常￥实 、坚罔 ， 但是这若干

公分以内 它養块肩１离 ＜髮块地塌了 。 当 ＇托们要相信

ｆ 的 发 展 ， 要 不断地研究 、 妻 ， 会有
一

天 有办法

的 ， 需要 不断地摸＿
，
不断遞做

，
但蠢文物本ｆｒ德不能

拿＿式验 ， 这是繫重要嚷
一

点 。

沈丽华
ｉ

近年来
，

金 国各地 不 營是 因 为減 ＃ 开发
，

还是遗址倮 利 用 比如遗址公 园建嫌 １
■

求 ，都嫌得考

古岌掘 面 ４Ｓ 工 作觀增 、
工期 紧张钽业务人貫 又严重

不 足的两题
，

邊而 导数在 实 际 工作过程 中 考古皮掘开

展虑棱粗表
，
不＃秦信息的 ＇提取琢是对孃迹现场 的 葆

梦都存在
一 瘦 问题 ， 慈知館看待这种 爹 盾 的 处理 ？

徐光冀 ： 我们 的考古工 ｆｆ
ｓ
ｉ分为两神 ，

一

类是基

本建设中 的抢救性发掘 ，

一

类是以料学研究 焉 ｆｆｉ變点

的主动性发掘 。 你刚 ＷｆｆｉＳＩ的其实是两种情况 ，

一＃

是基建中 的考古工作 的被动工釋量增大 ， 而另
一

种是

新形势下 的新工 ｆｌ￡雲型 ， 就是 为了文物 闬护 的考古工

作 ， 所以要Ｅ别■待 。

＿开放以来 ， 特别是近十来年 ， ｆｔｔｌ面 Ｉ厲 的 形

勢是缰 ：＃逢浚飞速发展 ，域市 造、农ｔｔ建镘４镇企

业发 展 ， 对ｐａｎ 的文物确实造成了很大 的 威胁 ， 也有

很多Ｈ被坏 。 这是形養 的
一

面 ， 当 有＿＿

的
一

面 ， 就是 中 国 纟３慶发展 ， 国 力灣強
；

竟＿事业经费

：裏年 ：
ｔ＿ ｎ ，前财栽 ：部每年都有 保护大遗址 ，

后来合并到重点文物择＃户工程 的专项经费 中 ， 考古经

费也在逐年贈Ｉ卩 ， 值只是经费 的繼１卩显然＾＿ 不够 ，

蒙们违需要专业队伍的炉充 ， 配套｜＆策 的 出 合 ， 这释

才能社根本上 、 系统 决在基建 中 工作量＃大 的 问

繼 。

图
一 〇 ２０ １ ２ 年冬考察贵州 遵义海龙 屯遗址

现在＿ 国家对考古工作 的重视 ．大；錢特翻是越

＿多 的青年 人开始关注 、 参与考古 行业 ， 彳
艮多高校

的考古＆系也开培１产招 ， 在未来一慶財间我们 的 人才

队伍会有相 当程度 的改善 。 很多地方像南京 都 、郑

州近 府都先 后 出 合了建攀 用地先考古再 出让

６＿象
；

． ：猶考古工作前置 ， 这翁可以在一定程處上规

獲考古工作受靡受工程工期
“

压迫
”

的情况＊ｉｆ？戰相

信第
一

神情况应该会＾得 ｓ
ｊ＿ 。

第二种惰况 ，
我在很 多场备＿強调过 ， 做好文物

ｆ呆护工作有
一

个重要 的 前提 ， 就是考古工作 ， 考古研

究 的基础工作要 比如说配 合 闬护规划 的＃制 ，

如果做 不好基础工作 ， 它 的范 围 不清楚 地方是

■重要 的 ， 哪些地方是
一

般 的 ，部 不清楚 ， 做不好

保护规划 。 所以 ， 最基础 的工作 ， 是襄我们女物考古 ；Ｃ

＿者把工作傲乳实 、做好 。 首先要确金它 的范？整

体布局 ， 它 的重点
—

般区域＾＿护范 围 、爨设控

制地奢 ， 这几条线Ｐ非常清晰 。粤于基本建擊棄古
，
我

们现在 的要求和过去 不
一

样
Ｉ
过去是考古工作

本建设 ， 实 ｆＴ保护鵁主 ，梅救第
一

， 合理禾 １ 加修管

理
”

的十六字 －參痛 ＊獻篇
Ｉ

！翻 就 卩
）｜桑基本建设 中 的考

古工作 。 这＋６經完全按照 田野獅规程 ，按ｆｔ要求

来做ａ 爾间上紧
一

点 是说你要多傲 ， 冬天做 ＊夏

天也做 ， 实际上就是
一

直做
，
值是工作还是要保证质

量 ， 质量是＃１＾ 

一

ａ｜＃作规程来验收 。 当 量

比鐵策： ， 有些地方做得可能要粗旗
一

点 ， 但 １安＿来

讲应该是
一

样 的
４

不管是哪
一

脅情况 ， 考古工作 的最终 目 ＿是 ；
＆ 了

让我Ｉ１Ｍ屈出来■这些邀迹 、遗物鐘＾ 传和科普等

機參灸所了解和熟知 ， 这是考古过程 中 学常重要 的
一

点 。 所以｜＊们歡年来
一

直在推雨 公 众考古贷展 ＜希證

以各 ＆式让更多衝社会大 众也麁参与 到考古这＿

工 ｆｆ
：

ｉ

ｆ涑 ， 增加他们对 中—民族历史 的了解和文備的

讀變， 同 时开也＃望通３４媒体正繼宣 传和 引 导 ， 猶＿

们＿家 的这些古代女物１＃＿楚 ，
让大家能够听得營 ，

记得住 、 感兴＿ ， 并结 合
一

些新繼科雙手段＊例麵互联

爾 、三维遽示等技术場势蠢：众 的提 考古 展參给４

们 的是历史 ， 是真实 的东西 ， 这些 历史遗迹 、谭修畢爆

具有说服力和穿 ３力 的实证 ， 证明了 Ｉｌｆ］民族文祕釣

远流长 。

当 然最重聲鑛是 ， 找 认识到 ， 文物怦护并 不

Ｒ是
一

个文物部门 也 不备
一

个考古Ｒ 的 责

任 ， 而是地方辕府韵任务之
一

， 地方政 ）ｆ襄 丨乍为 主 ｆｉ

参与进来 。 现在 习 总书记把这个？躍嫌
一

步寥雾了 ，

＿數地方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 的 纟
：

有保护 的

責任 ．从 国 务？到省 、 市 、 县 ， 都应 当 作 为 主体参与 爾 Ｉ

文靡保护中 来 ， ｓ样 下管是塞奪中 的 ｆａ
？

救性发揺 ， 还

是配合文物保护 的考古工作 ， 才瘤＿ 发＃好应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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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２０ １ ４ 年 ８ 月 与邺城考古 队新老队员

于邺城博物馆
（
左起

： 何利群 、顾智界 、徐光冀 、赵永洪 、

朱岩石 、朱海仁 、沈丽华 ）

作 用
（
图
＿

〇 “

四 、 当 前考古工作存在 问题与展望

沈 丽华 ：
为 国 家文物局考古专 家姐成 １ ， 您每

年都会检蠢很 多考 古 工 域 ＜：

，

从检查 情 况来看
，
您 趙＃

备前考 古 工作主聲存在鄉些 Ｒ题

徐光冀 ： 现在 的考古工作 发 展很快 ， 特别 是＿技

术 ６￥踩 用
，
》８６ 年我ｌａ在＿穆 朱 ＿ ｈ遗址时 ｙ

．＿

了航拍 通了热气球 ， 后 来还和安 阳航校租１ ；飞

机 ， 在 当 时算是 性的 。 现在有无人机
，
那更是进步

多了 。 每年揭ｉｌ会參加
一

些省份的年 野ｔ报 ， 非

常精彩 ， 有很多比较好 的？片 ， 但是也有些遗憾 ，现在

很少能看到卖滅徽＆图 ， 这是 不好 的魏象 。 实测线？

在考古学研究 中还是非常重要 的
，擬片ｍ完全舉代

实测 纟囊隱 。

沈 丽华
： 我看过您在 Ｃ中 国 文 物拫Ｍ ２ ００ ７ 年 ３ 月

３ 曰 ＿７ 版 ）
上复表的一露小 文章 ＜

１ ；

田 野考 古板彰二

题 ｜ ， 辱常敢＊您在文 中揭 出 了 由 您 自 ＆主持岭《磁县

濤＃＊ ，朝壁 离 篡｜報告 中 的
一 处镇误 逶种 勇 于 自義

批评 的 学术精神很值得表们 年錢人 学 习
，
＃刹是您也

多 次在不 同 场 合提到如何对待雪人工＃钓 Ｈ＿ ｂ ，

徐光冀 ： 是儀 Ｉ

，
现在 的 大逯址 ，特别 是部域遗Ａ ，

葡５＿几代厶＿不懈 、腾拿斟恒 的工作 》 我在輝域

工 到现在那里 已Ｍ是橥三ｆｔ人 了 （
图
一 ＿

） 。 在

；
藝壤 ｓ

持续几代人进行 的 工作更＿ 了 ， 那里 的 工作 已

经开壊 ％ 多年了 。 要有序地培养＿人 ，

一

代
一

找她

做下去 ， 才ｆｆｅｌ＃做暮更好 。 在这 个过程 中 ， 后来人一蠢

会比菌Ａ获得更多 的发现和霞ＪＵ 这时辑ｆ ］对过去 的

工作一食要有＃观的评价 ， 孓能轻 易 否愛 ， 要尊重前

辈 的工作 ， 有 舞＃功會龜ｌｈ说夢少功劳 ，
已经发现过

緣讓说虜緻发现 ， 这＿不好了 。 比对２０２￡ ） 年是？ 店

邋址发掘 ６
：

０ 周＃
，
鏡 不繼ｆｉ＿象现 £ ） 周年 ， 因 为很

早 国 内 外 的学者就！周查过 。 我们 用 词 用语契＾１＿ ， 在

写报告 的Ｗ聽一窗要写壤饕 ， 哪些前辈在什 么Ｗ候曾

经对此做过调查 。 同 时 ， 对过去 的工作要历史纖着爵 ．

在 当 时 的 条件下那样做就是最好 的 可以了 ， 我们

不 會｜倉现在 的 ＋着隹来说以前 的事 。 当 然现在已经发现

的ｆ！显 的寒 ， 也要勇于认保汲时纠正 。 这对于学科

的 发 展是很有＃要的 。

沈 丽华 、 郭 薛 ：
１０３〇 年 ：

９ 月 曰
，
习 近平 总 书 记

在组參 中 夹戚 治 局
■

常委学 习 之＃ ，
傲 了 很重要的 讲

话
，
提 出要

“

努力 建设 中 国 ＃ 色 、 中 国 风格 、 中 國兔派

的 考舌学
”

。
２０ 世纪七八十 年 代 秉琦先 生 也 曾 ：经

癡 出 要
“

建立马 克 ？主义的
，
具有 民族风格 、 民壤气＃

的 中 国身古 学 命建 立 中 嵙 学據的 目 榇攀馨
＊

气 ：

懲如

＃看待 中 国 学辣球个 问趨 ？

徐光冀 ： 中共 中 央＿治局于 ３１３０ 年 ９ 月 笼 日 就
＊

養国考古新敦飄聚意駕
５ ９

雜＿ ，
举行第二十三数集雲

学 习 中 国社会＃斗学院考古研究＿长陈星灿进行

讲静 ，
并提扭意见和建试 。 总书记在ｔｅ告 后 发表重襄

讲话 ， 充 守肯定中 国考古学 的 童栗性 。 总书记私１

高度重Ｍ考古工ｆｔ ， 努力建设 中 国審ｆｔ  ｉ ：中 国 风格 、 中

国 气派 的考古学 ， 更好认柯雜远流长 、參六職薄 的 中

华文職 为弘扬中 华优 秀传统文化 ， 增强 自 信？支

撑 。

”

同时还提出 四点具体要求 。 这是对 中 国考古学界

德 出更高 的要求 》３旨明 学科 的 发 展方氅＿＿考古学

赛 同仁继续努为奋斗 。 １ ９８ １ 年霉養琦提出，在 国 际

隹 围 内 的考古学研究：争 ｒ

一

个具有 自 己特幾＿中 国学

＿开始出？ 

了 。

”

？正如 你们所说 ，
以 后 几次提出

“

中 国

学派
”

的 问 我认为是正翁的 ，
这代表了 中 国考古工

作者 的气綱 当 ， 是符合总书记 的指＿＿ ３薦 。 尽

管 当 时和以 后一段时 间 有
一

些 不 同 也是正常

的 。 丼实苏＿長受了胡绳的启发 ，
ｗ％ 年胡绳在哲

学社会科學部 的＿ ， １１到ｆ趣会科学各学科 ，Ｍｆｅ

有 中 国气滅 、 中 国特急論中 国学滅 ．

。 苏＿受到启发

和＿＿ ，擊也听了墙 告 ， 先生听 后爾为 赞 同謂奪

讲话 ， 与我多次谈％
，
见 １音文章 ＿叠较后 的事情 。

沈 丽华 、 郭 薛 ： 聲Ｔ 政廢层 面 还有社 ，会上 的考 古

＊和文保热现象 ，
雜 多 备教陆泰新疲 了 考 古或者 文博

专 业
，
相信未来会有越来魏多 的 年餐人授入到考古和

文倮事业 中 来 ， 对 于 正走在成长碟路上 的年轾学 人

们
，
逄可保 给痛好的建议吗 ？

徐光冀 ： 贊先 ， 以我 个人 的学 术经历而 言 ， 青年时

期主要从事 以辽西地区 为 中心 的 北方地区新石器文

化 、青＿文化至秦汉时期 的考古工作 ；
中 年时期揖真

封鄭域？址遽其暖墓Ｅ 的考古工作 ； 到了老年时期开

■微￡韓工程和＿？ｉｊ ｔ调工程 的考古和立＿饈护工

作 。 这些工作是
５＿互穿插 ｊ遷ｆｆ ， 由 于不断地工＿｜｜鑛 ，

ｆｔ在研究上会受
一

些损 但首先荽服从工作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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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我必须不间断地重新学 习 ，
以弥补在理论方

法 、知识结构方面的不足 。 保持努力学 习 的心态 ，
不要

有畏难情绪和逃避心态 ，
同时兴趣是可以在工作中培

养的 。 这是我想和年轻朋友们说的第
一

点 。

第二
， 考古工作者们要更多地介入文物保护工

作
，
而不是只在基本建设中进行文物保护 。 文物工作

方针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形成的 。 从 １ ９６ １ 年国务院

颁布的 《条例 》 ，
侧重于基本建设中 的考古工作和对文

物的修缮保养 ，
提出

“

必须严格恢复原状 ，
或者保存原

状的原则
”

。 到 １ ９ ８２ 年通过 《文物保护法 》 ，将条例上

升到法律层面 ，规定在文物修缮 、保养 、迁移中 ，
必须

遵守
“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

，
这就更为明确了 。

１ ９ ９ ２ 年
，
提出

“

保护为 主 ，
抢救第

一 

”

的文物方针
，
再

到 １ ９ ９ ５ 年提出
“

有效保护 ，合理利用 ，
加强管理

”

的原

则
，
最后到 ２００２ 年修订 《文物保护法 》 ，将第四条

“

文

物工作贯彻保护为 主 、 抢救第
一

、合理利用 、加强管

理
”

的十六字方针正式纳入国家法律 。 这是
一

个漫长

的过程
，
也正是因为这一方针的确立 ， 才使得三峡水

库 、南水北调等工程中对许多考古遗址的保护得以有

效的进行 。 但文物法所能保障的权益 目 前还只停留在

国家组织的大型基本建设 ，
如高铁 、 南水北调 、西气东

输等 ，
省市

一

级的建设中文物法还不能有效的落实 ，

仍然存在很多矛盾 。 不过从中央到地方 ，对文物保护

工作越来越重视
，
爱民族 、爱国家的思想深入 ，

使得考

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变得不可或缺的 ，
这有利于我

们的文化传承 、文化 自信 。

第三
，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

国家 、文物事业都有了

很大的发展
，
我们的理念也要发生转变 。 要更多的培

养人才 ，
让他们知道老

一

辈的经验教训
，
同时给予他

们更多的善意和鼓励 ，
让更多的青年人投入到两个

一

百年的建设中去 。 考古学研究始终是
一

项集体的事

业
，
只有众多学者多方面的 团结协作 ， 才能取得好的

成果 。 培养人才 ，
要关注他们的成长 ，

要给予他们相应

的待遇 。

第四
，
目 前社会上存在的学风浮躁 、急功近利 ， 轻

报告 、重论文 、轻质量 、重数量 ，
甚至抄袭等现象 ，

这些

都要予以抵制 ，培养严谨 、优良 的学风 。

沈丽华 、 郭薛 ： 和您聊天
，
真是受益 良 多

，
衷心 地

感谢您 ！ 另 外
，
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 有意 思的 事情 ，

您

出 生 于 １ ９３ ５ 年
，
属相是猪 。 １ ９ ５ ９ 年您 大 学毕业 、

１ ９８ ３

年邱城队成 立 、
１ ９ ９ ５ 年您 离 开邱城队 、

２００７ 年 《 中 国

出 土壁 画 全集 》编撰正式启 动 ，
都是猪年 。 现在邱城队

工作 的我和何利 群老 师都属猪
，
不过何老 师 比您 小 三

轮
，
我 比 您整整 小 了 四轮

，
不 知道这是不 是 冥 冥之 中

的 一种天意 ？ （
笑

） 最后 ，
再次感谢您 陪我们聊 了 这 么

久
，

给 了 我们很 多 启发 。 恭祝您健康长 寿 、 吉祥如意 ！

附记
： 本次访谈 的 策 划 和 完成得到 了 中 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 究所朱延平先生 的精心指导和帮助
，
在此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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