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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散 ｉｌ针 ： 《考劣 ＃所 究 工作 十工 年 遂

磲 规刻 革 耆 》 的喇 定
——

中 （８ 考 劣 ｔ 疾展规刻蚵 究之二

常怀颖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以
一

定具体时 限 来 制 定 中 长 期 规划 以统 筹 安排

经 济 、社会 、科学等领域 的 工作 ，
凝聚 国 家战略意 图在

各领域 的 工作 重点 ， 明 确政府 工作 重 点和行 为
，
引 导

并聚集 资源 ，
始 自 苏联 。 这是 人类 历 史 上 第

一

次按照

预先编 制 的详细计划建设 的 开端 ，
也 是人 类大规模社

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的 开端 。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

宏 观指 导 、 调控与 引 导 方式
，
使其 开始 由农业 国 变成

工业 国 ， 初步 建起 了 独立 的 比较 完整 的 国 民经 济体

系
， 较 为迅 速地奠定 了 比较坚 实 的物质 基础 。 同 时 ，

科

技研究 ，
尤其是尖端技术研究 以宏观调控 的方式 集 中

力 量办大事 ，
往 往可以取得快 速突 破 的成绩 。 鉴于苏

联取得 的 辉煌成就
，

二战后社会主义 国 家较普遍 地借

鉴其经验 ，
迅速 编 制 实 施 各 自 国家 的 五年 规划 ，

这些

国家 中就包括 中 国 。

１ ９ ５ ５ 年 ， 为 了 解 决 中 国科 学发展 问 题
， 并 配 合 第

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的 实施 ，
中 共 中 央和 国 务 院提 出

要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 ，
并就规划 的 目 的 、要求 、

注意原 则 以及 内 容作 出 指示 。 这是 中 华人民共和 国成

立 之后 首 次对 各学科 的 学 术研究 工作进行宏 观规划 ，

是 中 国 各 学科发 展 史 上 的
一

件大事 。 至 １ ９ ５ ６ 年
，
由 国

务院统
一

领导 的规划工作方案 《 １ ９５ ６
—

１ ９ ６７ 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草案 （ 初稿 ） 》
？基本起草 完毕 。

但对于这
一

重大 历 史 事件 ， 由 于 学 术 界 知 晓 人

少 ， 亲 身 经 历 该事件 的 当 事 人 多 已 辞 世 ，
因 此在 很长

的 时 间 内
一直湮没无闻 。 近年来 ，

在 储 著 武 的 关 注与

推动下
， 对于 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 的 制 定 背

景 、 过程轮廓 已 大体蠡 清？ 。 同 时
，
他对历史学十 二年

远景规划草 案 的 编 制过程 也 进行 了详细 梳理 而 关

于考 古学 十二年远景规划 的 制定过程却 尚待描摹 。 在

爬梳 已 公 开 出 版 的 日 记 、 回 忆之后 ，
大体可 以 廓 清 考

古 学十二年远景规划 的 编纂 与修改过程 。 以下 ，
笔 者

将对考 古 学 十 二年远景规划 的 起草 、 制定 、 修改和落

实 过程略作叙述
，
以使这段 中 国考 古 学发展历程 上 的

大 事不 至湮 没 。

一

、 《规 划 》的起草 筹 备 过程

１ ９ ５ ５ 年 ９ 月 １ ５ 日
，
中 科院第 ３９ 次院务常 务会议

通过 了 《关 于制定 中 国 科学 院十 五年发 展远景计划 的

指 示 》 ， 要 求 自 当 年 １ ０ 月 份起 ， 中 国科学 院 各个学 部

及其所属 研 究所讨论 制 定本学 科 的 十五 年发 展远 景

规划 。 随后 ，
哲学社会学部所属 的 历 史 、考 古等所都开

始讨论 制定 本学 科 的 十 五年发 展远景规划 ，
至迟在

１ ９ ５ ５ 年 １ ０ 月 ２ ８ 日
， 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所属 各所就

已 经开 始 开会讨论制订远景计划 了 

？
。 而 国 家 决定制

订 十 二年远景计划 的 要 求 与科学 院 的 规划 制 订设想

几 乎 同 时 。 于是 ， 科学院 的 十五年远景规划 也就 自 然

转变成 了 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 。 中 国科学院对 制订十

五 年发展远景规划 的 安排 ，
为 后 来 国 家 制订 十 二 年科

学 发展远景规划做 了很好 的 准备 ，
所提 出 的 大部分任

务都被纳人 了 十二年科学规划之 中 。 １ １ 月 ４ 日
， 科学

院学部常委会上 ，
正式讨论 了 各学部长远计划 的 制订

问题⑤
。

１ ９ ５ ６ 年 １ １ 月 ２９ 日
， 夏 鼐视 察 黄 河水库工 作队 的

工作 ， 自 洛 阳 出 差返 回 北京 。 １ １ 月 ３ ０ 日
， 他至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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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 工作 ，

“

下 午 与 靳 主 任 谈 布 置 下 月 工 作
，

以 讨 论远

景 计 划 及 明 年 计 划 为 主
”？

，
这是夏鼐第一次 明 确提及

考 古所 已经介入此事 。 但从 《夏鼐 日 记 》看 ，
在 洛阳时

候
，
夏鼐 已经知道 了 各 省市在 编 写远景计划 。 １ １ 月 ３

日 的 日 记 中 ，
夏 鼐记

“

蒋 若 是 、 郭 文 轩 二 君 来
，

谓 市 府

文教 科要 求 远 景 计 划 材 料
，
在 郭

（
宝 钓 ） 先 生 处 大 家 商

讨 一 会 儿
”

。 考 古学科需要编 制 的远景规划 ，
夏 鼐作 为

考古所业 务 副所长 ， 可能较早就 已 经知道 。 １ １ 月 １ ９

曰
，
文物局庄敏去洛 阳

， 见到 了 夏鼐 ，

二人 也 可 能商 谈

了对远景规划编 制 的 工 作 。 《 日 记 》中记 ，

“

晨 间 庄敏 同

志 由 京 来 洛
，

略 谈 工 作 情 况
”

。 所 以 ，
夏 鼐很可能在 回

京 前
，
必然 已 是 知道 国 家要编 制考 古学远景规划 的 。

１ ２ 月 ３ 日
，
夏 鼐 主 动 去 文 物 局

，
与 张 珩 、 陈 滋 德

商讨
“

远景计划
”

事 宜 。 １ ２ 月 １ ５ 日
，
所长郑振铎 来所 ，

召 集所 内 人 员谈远景计划 问题 。 当 日 下午 ， 夏 鼐 又去

古脊椎所
，
讨论远景计划 ，

从后 来 《规划 》的 内 容 可知
，

《规划 》 中 的 旧 石器时代考 古部分 是 由 古脊椎所 负 责

编 写 的 。

？
。 所以从 《夏 鼐 日 记 》这几 日 的记录推 测 ， 不

排除在和 文物局及郑振 铎 商讨 后 ，
夏 鼐去 古 脊 椎所落

实 了 分工细 节 。

与此 同 时 ， 到 １ ２ 月 中 旬
，
国 务院因 为 哲学社会科学

意识形态要 求 较 强 ， 因 此在 制 订 起 草 时 确 订
“

由 中 宣

部 领 导
，
科 学 院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部 负 责 做 具 体 工 作

” ？
。

中 宣 部 随 即 成立 了 制 定 发 展 哲学 社会科学 十 二年 计

划 的 九人小组 ，
由 周扬 具体负 责 。 到 １ ２ 月 ２７ 曰

，
九人

小组 召 开 了 第
一

次 工作会议 ，
决 定按学科设 置 １ １ 个

小组分头 制定 不 同 学科 的 长远规划 ， 包括要 发 展 的 研

究项 目 、培 养 的 研 究人 才 等 问 题 ， 其 中 第 三组 为 历 史

组
， 成 员 有 范 文 澜 、 刘 大年 、侯 外庐 、 翦 伯 赞 、 尹 达 、 张

稼夫 、 黎 澍 、 向 达 、 陈垣和 夏 鼐 ？
。 按照 当 时

＜ 

规 划 》编

制 的 通例 ，
中 宣 部 要求 ， 在 正式起 草 前 ，

科 学 院 、 髙 教

部 和行 业 主管 行政机构需 要 分 头 从 自 己 所 属 的 系 统

中 提 交 《规 划 》所 涉及 的 起 草 人 员 和专家 组 名 单 。 同

时
，
各个学科都需要 列 出 学科现状分析和现有 资料 、

工 具 书 情况 。 至迟在 １ ９５ ６ 年 １ ２ 月
， 不 同 学科 即 以 由

各相 关 研 究 所 开 始 组织整理基础 信息 数据 并 向 上 报

告 。

１ ２ 月 ２０ 日
，
中 科院 召 开党组扩大会 ，

科学 院党组

书 记张稼夫传达 了 中 央 关 于 文 教 工作 的 指示
，
该指 示

强 调
“

１ ． 两 年 内 把 全 国 科 学 力 量 组 织 起 来 。 包 括 科 学

院
、
大 学 、 实 业 部 门 等 四 个 方 面 。

七 年 建 立 全 国 十 个 中

心
，
十 二 年 达 到 世 界 水 平 。 ２ ． 十 二 年 出 副 博 士 一 万 二

千 人
，
博 士 四 千 人 。

主 席 指 示
，
科 学 工 作 重 要

，
科 学 家

中 有 怕 困 难
，
怕 赶 不 上 的 思 想

，
要 克 服 科 学 家 中 的 保

守 思 想
”

。

？潘 梓 年在会议 上 也 发 表 了 讲话 。 这次会

议
，
实 际 上 是长远规划 编 制 的 动 员 会 ，

也 是统
一

全 院

思想 的 会议 。

张稼夫 ，
原名 张 法 古 ， 是 山 西 文水人 。 １ ９２７ 年在 武

汉加入共产党 ，
在武 汉 中 央农民讲 习 所任教 员 。 大 革

命 失败后 ， 他辗 转 到 上 海 ，
任 上 海 中 央 研 究院社科研

究所 中 共地下党 支 部书记 ，
中 共 南 京 市 委 筹 委会 书

记 。 抗战期 间他在 晋 西解放 区 任 山 西省 委秘书长 、 宣

传部长 。 解放战争期 间 ， 他任 中 共 中 央 晋绥敌工部部

长 、分局 副 书 记兼 宣 传部部长 ， 中 共 中 央 敌 后 城市 工

作 组成 员 ， 长 期 主管 宣传工作 。 １ ９４９ 年 ３ 月
，
张稼 夫

奉调 到 中 共 中 央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长 ， 并任西北局常

委
，
宣传部部长 。 １ ９５ ２ 年底 ， 他调任科学院 ，

任 中 国科

学 院党组书 记 ，
１ ９５ ３ 年初兼任副 院长 ，

是 中 科院党 务

和 人事工作 的 主要负 责人
，
也 是 主管 哲学社会科学学

部 的 直接领 导 人 。

潘梓年
，
是潘汉年 的堂 兄

，
１ ９２７ 年 即加入 中 国 共

产党 ， 是 《新华 日 报 》 的 首任社长 。 １ ９４７ 年起担任 中 共

中 央城市 工作部研究 室 主任 。 中 原解 放 后 ，
他辗转郑

州 、 开封 、 武 汉 等地筹办 中 原大学 ， 任 中 原 大 学 校长 ，

同 时兼任 中 原大 区 的 中 原人民政府人 民教 育 部部长 ，

中 南 军政委 员 会教 育 部长 。 １ ９ ５ ４ 年 因 为 中 科院 筹 建

哲 学 社会科学学 部 ， 他被调 去承担 筹 建任 务 ， 并担任

哲 学社会学部副 主任 、 分党 组 书记兼 哲学所所长 ， 是

哲 学社会科学 部 的 学 部 委 员 、

一

级 研 究 员
，
第
一

届 全

国 人大代 表 。 潘梓年 不但 资格老 ， 党性原 则和马列修

养 也 很强
，
所 以 深 受 高层 的 信任 ， 是 科学院 哲学社 会

科学方面 的 主要负 责人 。

他们两人 的 讲话和 文件 的传达 ，
在很大程度 上 代

表 了 中 央最 髙 层 向 科学 院院 属 部 门 布置任 务 。 １ ２ 月

２ １ 日
，
哲 学社会 学 部 召 开常 委会 ，

其 中 讨论 了 长远规

划 中 的缺 门 、 各 类指标等 问题气 会议 决定大部分 具体

工作 交 由 刘 大年 主持经办 。

刘大年
，
湖 南华容人 ，

２３ 岁 即奔赴陕北
，
毕业 于

陕北抗 日 军 政大 学 ，
之 后 长 期 在 冀 西 、 冀 南 的抗 曰 根

据地 工作 ，
是 老 革命 。 解放战争时 期 ， 他先后 出任北方

大学 、 华北大学 历 史 研 究室 副 主任 。 １ ９ ５０ 年科学 院近

代 史研究所成 立 以 后 ， 他调入近代 史 所任研 究 员 ，
同

时兼任科学院编 译局 的 副局 长 。 因 为 当 时科学院党 员

干部尤其 是具有研 究 能 力 的 党 员 干部稀缺 ，
而刘 大年

本 人 是解放 区 的 老党 员
，
所以很快成 为 科学院 的 党 组

成 员 。 １ ９５４ 年 以后 ， 他就开始担任近 代 史 研究所 的 副

所长和 中 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的 学部委 员 。 因 为近

代 史 所所长 范文 澜 年 事 已 高 ，
且 身体 不 好 ，

所 以近 代

史 所 的 曰 常 所 务 工作 都 是 由 刘 大 年 负 责 主持 。 １ ９ ５ ３

年秋 天 ， 中 共 中 央 设 立历 史 问 题 研究 委 员 会 ，
中 宣 部

提 名 委 员 会 由 陈伯达 、郭沫若 、范 文 澜 、 吴玉章 、 胡绳 、

杜 国 庠 、 吕 振羽 、 翦 伯 赞 、 侯 外 庐 、 刘 大 年 、 尹达 等 １ １

人组成 。 上 述工作 和 身份 的 安排都可 以看 出 ， 在科学

院和 中 宣部 上 层
，
对刘 大年政 治 、 思想和学 术 的 信任 。

由 于科学 院 的 整体 工作部署
，
刘 大年从新年伊始

就 开始为 长远规 划 而忙碌 ， 在 日 记 中 ， 他对这 些 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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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博

讲

坛

多 少 有 些 显得 不 耐 烦 ， 多 次记 录
“

忙 于 有 关 远 景 计 划

的 许 多 零 碎 事 （
１ 月 ３ 日

）

……规 划 杂 事 多 （ １ 月 ４ 曰
）

 下 午 组 织 计 划 规 划 工 作 （
１ 月 １ １ 日

）

…… 整 天 是

搞 长 远 规 划 活 动 （ １ 月 １ ２ 日
）

… … 上 午 所 长 会
，
规 划

问 题
，
下 午 规 划 填 部 门 表 格 （ １ 月 １ ３Ｂ ）

…… 处 理 规

划 和 学 部 有 关 的 杂 事
”？

。

在科学院紧锣 密鼓进行布 置和组织
，
考 古所对考

古学远景规划 的 编 写 当 然 也 很 重视 。 １ ９５ ６ 年 １ 月 ５

曰
， 夏 鼐在 日 记 中 记 录

，
他审 阅 了学 部 关 于远景计划

的 文件
，
由 于档案材料未公布 ，

未 知 夏 鼐所看 的 文件

内容 。 但 １ 月 ６ 日
，
夏 鼐应邀赴历史三所 ， 参加学部十

二年远景计划 的讨论会 。 当 天
，
是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

召 开历 史考 古学科发 展规划会议 ，
制定历史考古 学科

的 十二年发展规划 。 会议 由 胡绳主持
，
翦伯赞 、

尹达 、

侯外 庐 、 向 达 、 胡绳 、 夏 Ｒ 、 黎 澍 、 范 文 澜 等 人 参 加 会

议 。 所以 ，
在 １ 月 ５ 日 夏 鼐审 阅 的 文件很可能与次 日

召 开 的会议有 关 ， 不排除是会议通 知或会议审议讨论

的 相 关 资料 。 在 １ 月 ６ 日 的 会议上
，
基本上确 定 了历

史 、 考 古学 科 的 十 二年规划 的 主 要 目 标和编 写大方

向 。 由于未见会议纪要 ，
不知 道作 为 考 古所代 表 的夏

鼐
， 和 同 时参会且对考古情况 熟悉 的 尹达作何表态 。

在这次 会议之 后 ， 作 为 《 规划 》编 写 承担单位 的 考 古

所 ， 明 显将 《规划 》作 为 近 期 工 作 重 点 ， 开始组 织 人 力

进行编写 。

１ ９５ ５ 年底到 １ ９ ５６ 年初 ， 考 古所有两件重点 工作

同 时进行
，
除 了 《规划 》外 ，

由 考 古所具体承办 的 首届

全 国 考 古 工作会议正在组织 筹备 召 开 的 关键阶段 ？
。

同 时
，
考 古所 的 工作 正轨化也在 同 时 展 开 ， 商定 第

一

届 所 学 术 委 员 会 名 单 和 召 开 第
一

届 学 术 委 员 会议 的

事情
，
也在 同 时 酝酿筹 备 。 从 后 来 事情 的 实际发 展走

向 看 ， 考 古 所 将 《规 划 》编 制 和首 届 全 国考 古 工 作 大

会 、 学术委 员会 召 开这三件事情结合在
一

起进行
，
加

快编写 《规划 》的提纲或框架 ， 在 首届 全 国考古 工 作会

议 中 组织讨论 ，
同 时 ，

召 开学 术委 员 会会议并 听 取学

术委 员对于 《规划 》的 编写意见 。

考古所 的 编 写工作进人加速度 的 同 时
，
在 国 家层

面
， 对于科学研究 的 规划要求在年末年初 的 多个场合

被不断强化 。 这其 中 既有苏联援华 的 要求 ， 也 有 中 国

自 身对基础科学 研究 的宏观规划原 因 。 １ 月 １ ４ 日
， 中

共 中 央在 中 南 海 怀仁堂 召 开 了 为 期 六 天 的 关 于 知识

分子 问题 的 会议 ，
这次会议规格很高

，
刘 少奇主持

，
毛

泽东和 中 央政治 局 同 志均 出 席 了 会议 周恩来作 《 关 于

知识分子 的 报告 》 。 中 共 中 央在该会上发 出
“

向科学进

军
”

的 号 召 ， 同 时 明确 要求
“
一 切 文 化 教 育 部 门 都 要 制

定 之 际 的 发展规 划
”

，

且 要 求
“

在 全 面 规 划 、
加 强 领 导

的 方 针 下
，

以 最 紧 张 的 努 力 争取 在 １ ２ 年 内 使 落 后 的

中 国 科 学 文 化 接 近世 界 的 先进 水 平
” ？

。 周恩来 的 表态

和作 为 国家 的 要求 ，
无疑在 客观 上 为 正在 编 制 的 《规

戈 Ｉ

Ｊ 》增加 了 工作动 力 和压 力 。 郭沫若代 表 科学院在大

会 发 言 ，
汇 报 了 哲学社会科学 的

“

缺 门
”

问 题
， 而 汇 报

的稿件 由刘大年负 责执 笔 ？
。 周恩来在发 言 中 强调

“

我

们 要 用 极 大 的 力 量 来 加 强 中 国 科 学 院
，
并 不 是把 产 业

部 门 的 力 量 都 抽 调 到 科 学 院 来 。 但 我 们 不 能 保 守 主

义 、 本 位 主 义
，
如 果 不 集 中

一 些 人 就 没 有 办 法 加 强 科

学 院 。 各 单 位 输 送 一 点 人 到 科 学 院提 高 了 水 准 ，
对 生

产 是 有 利 的
”？

。

知识分子会议结束 后 ，

１ 月 ２ １ 日
，
毛泽东 、 周恩

来 、 陈 云等党和 国 家领 导 人在 中 南 海怀仁 堂听取 了 中

科院四 大学部 负 责 人 吴 有 训 、竺可桢 、
严 济慈 和潘 梓

年 的汇报 。 潘梓年代表哲学社会学部介绍 了哲学社会

科学远景计划 的 制订情况和 必 要性 ？
。 １ 月 ２３ 曰 晚 ，

科 学 院 召 开党组扩大 会
，
传达 了 知识分 子会议 的 精

神 ， 布 置 了 １ ９ ５ ６ 年科学院 的 两件大事 ， 其 中 第
一件就

是
“

全 面 规 划 的 工 作
” ？

。 １ 月 ２ ８ 日
，
哲学 所社会学 部

又 召 开 了学部联席会议 ， 专 门讨论规划 问题 。 国 务 院

第 二办公室 副 主任范长江传达 了 陈毅 、李 富春与 陈 伯

达 等人 关 于长远规划 的 指 示 ， 要求
“

１ ． 领 导 、 中 国 专 家

和 苏联 专 家 相 结 合 。 光 有 专 家 讨 论 不 了 解 领 导 意 图
，

往 往 浪 费 时 间
；
２ ．
三 个 部 门 配 合 。 科 学 院

、 高 等 学 校 和

产 业 部 门 。 因 为 任 何 单 方 面 都 是 资 料 不 够
，

力 量 不 够
；

３ ． 反覆 。 不 能 一 次 两 次 就 搞 成 。 简 单 化 做 不 成 。 （ 要 ）

不 怕 推 翻 原 来 的 方 案
”

。 会议传达 李富春对长远规划

的 意见是
“
一 定 要认 真搞

，

一 定 要搞 好 。 需 要
一 年 搞 一

年 ，
需要 半 年 就 搞 半 年 … …

一 定 要 以 苏联 和 国 际 成 果

作 基 础
，
不 能 拿 落 后 情 况 作 基 础 。

改 变 了 这 一 点
，
就 不

是 先进规 划 。
此 中 要 注 意

： （

一

）
规 划 的 内 容要 求 是 什

么
。 （ １ ） 重 要 的 空 白 的 学 科

，
不 是 一 切 空 白 学 科 ， 什 么

都 补 用 不 着 。 （
２

）
综 合 的 大 题 目

，
如 黄 河 之 类 。 （ ３ ）科 学

上 的 关 键 问 题 … …

（
二

）
人 和 机 构 、 进 度 、 分 工 和 配 合

的 问 题 。 整 个 地说 以 科 学 院 为 中 心 。 高 教 部 的 任 务 ：

（
１

） 
了 解人 员 设 备 情 况 。 （ ２ ）

调 教 授 参加 。 （
３

）
派 遣 留

学 生
”

。 对于后 续具体 的 工作安排 ，
按照刘大年 的记

录 ， 将是
“

Ｕ ） 分部 门 讨 论 。 （
２ ） 高 等 学 校 、 科 学 院 调 人

集 中 分 组 分 学科 审 查 ，
总 要 有 二 三 百 人

。
二 月 十 五 号

后 大 集 中 。 已 拨 西 郊 宾 馆 两 座 楼 。 （
３ ） 分 工 。 社会会 学

科 由 宣 传 部 做…… 二 月 十 五 以 前 各 部 门 完 成 自 己 的

初 步 方 案 ，

二 月 十 五 以 后 集 ｔ 审 查 。
三 月 十 五 以 前 完

成 第 二 阶段 ，

脱 产 需要 两 个 月 。
四 月 谈 判

，

五 月 定 案
，

六 月 行 动
”？

。 陈毅对这
一

指示 的补充说明 是
“

（

一

） 科

学 院 的 长 期 建 设 应 和 这 次 长 期 规 划 结 合进 行
，
不 是 科

学 院 的 ，
是 全 国 的 规 划 。 有 了 全 国 的

， 科 学 院 的 就 迎 刃

而 解 了 。 （
二

） 科 学 院规 划 要 有 重 点 ，
不 是 一 切 都 要 补

起 来 。 （
三

）
宁 肯 在 其 他 方 面 受 损 失

，
各 部 门 要拿 出 人

力 进行 此 事 。

”

在联 席会议上
，
新任的驻科学院苏联总

顾 问拉扎 连科发 表 了 意见 。 各学科都提名 了 制定计划

和正 反 面 的 意见 ， 最 终确定 社会科学
“

（

一

）
分 三 方 面

－

１ ８
－



２ ０２２ ． ０３ 金 烹 ＜ 费

进 行 。 １ ．科 学 院 有研 究 所 的 归 所 。 ２ ． 科 学 院 没 有 所
，
外

面 有 单 位 负 责 的
， （
由 外 单 位 承担 ，

如
）
法 律 、

教 育 、 国

际 问 题 。 ３ ． 两 边 都 没 有 的
，
科 学 院 学 部 负 责 。 （

比 如
）
亚

洲 、 民 族 、 艺 术 史 、 科 学 史 、 宗 教 无 神 论 。 （

二
）
结 果

，
做

了 三 套 东 西 ： １ ． 资 料
；
２ ． 缺 门

；
３ ． 规 划

”

。

李富春时任 国 务院 副总理兼 国家计委主任 ，
主管

国家
一

切有关计划经济和规划 的 事 宜 ， 更主要 的 是 ，

李富春 主管经 费审批 。 而 １ ９５４ 年 陈毅任 国 务 院 副总

理后
，
除担任常 务 副总理外 ， 还兼管 科学 院 、 政法 、 文

化工作 １ ９５ ５ 年 ５ 月 １ ０ 日
，
周恩来 召 集 陈 云 、 习 仲 觔

和陈毅三位副 总理 再次 研 究分工 问题 ， 确定 陈毅 分管

国 务院 第
一

、 第二办公室 、 民族事 务和科学 卫生 工作 。

所 以
，
涉及全 国 科研 、 文教 工作都 是 陈毅 的 分管范 围 ，

科学院 更 是陈毅 直接分 管 的 单位 。 因 此
，
对于 制 定全

国性科学研究长远规划 的 事情 ， 陈 毅 和李富 春都需要

出面协调 并确定 工作 的 大方 向 。

１ 月 ３ １ 曰
，
国 务院 召 开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动 员

大会 ，
陈毅 、 李富春 参会并作 了报告 。 李富 春 的 报告是

《关于 制定 科学技术远景规划 问 题 的 报告 》 ，
提 出 要做

到 十二年赶 上 世 界 先进水平 ，
有 五个 有利 条件 ，

“

（

一

）

毛 主 席 提 出 了 向 科 学 进 军 ，
赶 上 世 界 先 进科 学 水 平 的

号 召 。 全 国 的 科 学 界 、
知 识 分 子 正 在 响 应 。

这 是 一 个推

动 力 。 在 这 种 情 形 下
，
党 对 科 学 、 技 术 事 业 会 全 面 地 支

持
，
并 为 之 创 造 条 件 。 （

二
） 有 苏 联 为 首 和 其 他 兄 弟 国

家 的 技 术援 助 … …

（
三

）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一 天 天 发

展 ， 新 的 工 厂 、 学 校 不 断 在 新 建 和 扩 建 。 新 鲜 事 物 一 天

天 在 我 们 面 前 出 现
（
四

） 我 们 现 在 已 经 有 了
一 定

数 量 的 科 学 技 术 队 伍
， 有 专 家 、 讲 师 以 上 大 约 十 万 人

…… 这 个 队 伍 不 算 小 。 （
五

）
全 国 工 人 农 民 正 以 无 比 的

热 情 参 加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

。 他提 出 了 制 定规划 的 原 则

是
“

（

一

）
理 论 和 实 际 相 结 合 。 （

二
） 长 远 的 需 要 和 当 前

的 需 要 相 结 合 。 （
三

）
区 别 中 心 的 、

重 点 的 学 科 和 技 术

和 一 般 的 、 普 通 的
、
辅 助 的 学 科 和技 术 。 （

四
）
各 单 位 和

个 人 的 研 究 计 划 都 要 服 从 于 国 家 全 盘 远 景 计 划 。

”

他

明 确 了 社 会 科 学 的 远 景 规 划 由 中 宣 部 主 持 进 行 ，
但

“

现 有 人 力 要 注意加强科学院
”

。 同 时 ， 他对远 景规划

的 工 作时 间 表做 出 了明 确 的 要求 ，

“
一

、
二 月 十 五 以 前

各 学 部 分 别 讨 论
，
然 后 科 学 院 讨 论 。

二
、
二 月 十 五 号 以

后
，
集 中

一 批 人 专 门 综 合 审 查 。 时 间 为 二 月 十 五 到 四

月 十 五 。 集 中 的 人 脱 离 其 他 工 作 。 不 脱 离 其 他 工 作 的

人 也要参 加 讨 论 。 没 有 集 中 的 科 学 家
，
不 是 没 有 责 任

，

等 于 半 脱 离 …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同 样很 重 要
，
特 别 是 哲

学 、
经 济 学 更 重 要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由 中 央 宣 传 部 组 织

科 学 院 的 社 会科 学 部 进行
”

。

？

李 富春 的讲话强 调
“

这 是 中 国 科 学 家 空 前 的
、 艰

巨 的
，
但 是 光 荣 的 一 个 任 务 。 只 要 领 导 重 视 ，

科 学 家 思

想 上
一 致 起 来

，
这 个 规 划 是 可 以 完 成 的 。 规 划 准 备 反

复 讨 论修 改
，
并 在 执行 中 不 断 地 补 充 修 改 。 有 了 这 个

规 划
，
便 为 中 国 人 民 的 科 学 大进 军 开 辟 了 道路

”

。

陈毅在讲话 中 也强调
“

做 这 个 规 划 是 不 是 野 心 太

大
，
冒 进 。 不 是 的

！

… … 关 键 在 于 共 产 党 有 勇 气把 科 学

掌 握 在 我 们 手 里 。 美 帝 国 主 义 欺 负 我 们 是 因 为 我 们 落

后
，
斯 大 林 说

，
谁 落 后 谁 就 挨 打 … … 搞 科 学 规 划 一 定

会 遇 到 各种 各 样 的 反 对 的 借 口
，

一 定 要 突 破 这 一 关 。

搞 规 划 先要推 开
，
然 后 收 拢

。 各 种 怪 论 都 可 以 讲
，
要 放

手 。

”？

这次会议基 本 上 使 所 有 参 加 长远规划 编 制 的 单

位和领导 ， 在思想 上 明确 了 这项任务 的 重要程度 ， 也

明确 了最高 层 对这
一

任务 的 重视程度
， 会议为长远规

划确定 了工作方式和 时 间 表
，
也从组织形式 上确 定 了

《规划 》的 编写流程和设 立规划 制 定管理办公室 ， 并任

命 了刘 大年 为 办公室 主任气 可 以说 ，
在 上层 已经统

一

了 思想 ， 安排好 了 工 作 的 后 勤 管理及组织机 制 ，
工 作

的任 务开始分解 到 各 学科与 各研究所 。 党 中 央和 国家

最 高层如此重视 《规划 》的 编 制 ，
工作 的 压 力 自 然转移

到 各 编 制承担单位 。

在这种 背景下 ， 考 古所对于 制 订 《规划 》 当 然 不敢

怠慢 。 １ 月 １ ６ 日
， 夏 鼐提 交 了 自 己对学部远景计划 的

书面意见 ，
当 天下午 又 参加 了 全 国 考古 工作 会议 的 筹

备会 。 １ 月 ２８ 日
， 考 古所 召 开 了 第

一

届学术委 员 会 的

成 立 会和第
一

次会议 。 在 这次会议上 ， 商讨 了 十二 年

远景规划会 的 草案 。 由 此可 知 ，
至 少在 １ 月 ２ ８ 日 前

后 ， 考古所 已经拿 出 了
一

份可供讨论 的 初稿 。 而此时 ，

距 离 夏 鼐 参加 科 学 院 历 史 学 部 的 规 划 编 制 会议 刚 刚

过去 了２０ 天时 间 。

考古所 第
一

届 学 术委 员 会 的 成 员
，
是在科学院 的

统
一

要求 下 ，
经过 了长 期 酝酿 并仔细斟 酌 的 。 １ ９５５ 年

３ 月 １ ７ 日
， 科学院院 务 常 务 会议 修 改 并通过 《 中 国 科

学院研 究所学 术委 员 会暂行组织规程 》 ， 决定 分发 各

研究所执行 。 按 《规程 》要求 ， 为 加强学 术领导 ， 科学 院

所属研究所应 设 置学术委 员 会 。 《规程 》要求 ，
各研 究

所学 术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应 该包括所长 、 副所长 、 学 术 秘

书 、 研究 室 主任或相 当 于 研 究 室 的 研 究组组长 、 所 内

主要科学家和 研 究所党组织 的 代 表
， 并遨请院 外研 究

机构 、 高 校和 生产 部 门 科学 家 参加 ；
委 员 人选 由 所长

提名
，
学部审议 ，

院 务 常 务会议批准 。

自 《规程 》下发 后 ， 到 考 古所推选 出 首届 学 术委 员

会
，
长达 １ ０ 个 月 之久

， 可见考 古所 的 慎 重 。 首 届 学 术

委 员会成 员包括尹达 、李 文信 、 陈梦家 、 夏 鼐 、徐炳昶 、

徐 鸿 宝 （ 森 玉 ） 、 黄 文 弼 、 郭 宝钧 、 曾 昭 燏 、 裴 文 中 和 郑

振铎 ， 共 １ １ 人 。 这 １ １ 人 中 ， 除郑振铎 、 徐 森玉外 ， 绝 大

多数都 有民 国 时 期 的 考 古学 习 与 发掘经历 ，
也 是 当 时

中 国 文物考古 工作在 中 央 和地方 的 实际领导 人气 而

郑 、徐二人却 又有较 高 的 领 导地位和较强 的 金石 学研

究能 力 ， 所 以 《规划 》 的 草 案 由 他们讨论 ，
应 该说 代 表

了 中 国 考 古 、 文 博行业核心管 理 与 最 高 研 究 人 员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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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２ 月 ２ 日
，
科学院 召 开院 务会 ， 确定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 编 制 的具体事宜 。 会 上确定了 编 写规划分两步

走 ，
第
一

步是修改草稿 并 确定 资料 ，
第 二步 是审 查并

完善初 稿 。 要求 各学科
“

都 包 括 五 个 内 容 。 Ａ 中 心 问

题
，
专 门 著 作 。 Ｂ 编 写 教 科 书 。 Ｃ 编 译 出 版 的 重 要 工

作 。 Ｄ 补 足 重 要 的 缺 门 、
加 强 薄 弱 部 门 。 Ｅ 干 部 培 养计

划 。 在 这 五 个 方 面
，
目 前 最 困 难 的 最 主 要 的 问 题 是 确

定 研 究 的 中 心 问 题 。 有 了 中 心 问 题
，
就 能 说 明 我 们 的

研 究 方 向
，

规 划 研 究 题 目 。 中 心 问 题 是 我 们 的 计 划 草

稿 中 缺 乏 的
一 个 项 目

”

。 会议要 求确定各学科 的 中心

问题 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Ａ 各 学 科 中 可 能 有 若 干

中 心 问 题
，
在 讨 论 中 要 确 定 哪 一 个 、 哪 几 个 是 最 中 心

的 问 题 。 要 成 其 为 中 心 问 题
，

必 须
（

１
） 是 这 个 学 科 中 的

关 键
，
解 决 了 这 个 问 题

，
能 够 推 动 一 系 列 的 研 究 工 作 。

（ ２ ） 中 心 问 题是 可 能从 各 方 面 去 接 触 去 研 究 的 。 （ ３ ） 中

心 问 题 是 和 本 门 科 学 发 展 和 当 前 的 经 济 文 化 建 设 都

有 密 切 的 、 广 泛 的 联 系 的 。 Ｂ 中 心 问 题研 究 后 要排 队
，

谁 先 谁 后 。 中 心 问 题 在 配 备人 力 等 方 面 要保证 其 优 先

的 条件 。 Ｃ 提 出 国 内 外 情 况说 明 资料 。 Ｄ措 施 、 研 究 题

目 和人 力 配 备
” ？

。 按照刘 大年 的记录 ，
院务会确 定成

立 哲学 社会科学 部办公 室 ， 由 各部 门 调 人组成 ，
学部

负 责 组 织
“

１ ． 和 科 学 院 各 所 、
各 学 术 团 体 的 联 系 由 办

公 室 负 责
，
各 所 一 律 不 对 外 、 免 得 引 起混 乱 。 ２ ． 与 政 府

各 部 门 的 联 系
，
由 中 宣 部 科 学 处 负 责

”

。 当 天下 午
， 刘

大年即带领办公室进驻西苑大旅社 。

同
一

天
， 考 古所协 商 后 ，

决定抽 调并派遣 金 学 山

去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参加远景计划 编 写小组

的 工作 。 从 《夏鼐 日 记 》 的 记载 看 ，
金学 山 此 后 的 段

时 间 内
，
都在学 部作 为 起草人 员 专职联络秘书 工 作

，

开始驻 西苑宾馆 的 规划办公室 工作 。

金学 山 ，
上 海人

，
是北京大学 １ ９ ４９ 级博物馆专修

科学 生 ，
１ ９ ５ ２ 年 大 四 期 间

，
参加过 第 一 届考 古 工 作人

员 训 练班在洛 阳和郑 州 的 发掘 。 １ ９５３ 年毕业 后 即 分

配到 考 古所工作 。 按 《夏 鼐 日 记 》 的 记载 ， 在结 束 《规

划 》编 写 后 ， 他曾动议调 往 中 央 民族 学 院 （ 案 ， 即今 中

央 民族大学 ）
工作

， 但后 来还 是 留 在 了考古 所从事考

古 工作 。 他曾在西安半坡 、 内 蒙 古河套地 区 和湖北进

行 田 野 工作 。 在 张云鹏 调 离考 古所 后 ，
他接任考 古所

长江队队长
，
主持领 导 了 青龙泉 等遗址 的发掘 。 晚年

因高血压造成血栓身体不便 ，
１ ９８８ 年 退休 。 １ ９ ５ ６ 年初

被调 回 参加 《规划 》 的 秘 书 组 工 作 前 ， 在半坡遗址 工
＿

作 。

２ 月 ４ 日
，
张稼夫 召 集 召 开了规划 编 制 会议

，
提

出
“

规 划 是 国 家 的 全 面 考 虑
，
然 后 分 工 进行 。 因 此

，
拿

出 的 草 案 是 以 科 学 院 为 中 心 的 全 国 性 规 划
”？

。 此 后 ，

办公室在刘大年 的 具体领 导下 ， 密 集 展 开工 作 。 ２ 月

１ ７ 日 星 期 五 ，
是大年 初 六 ，

中 宣 部 九 人小组会议 ，
刘

大年参加 。 周扬在会议上要求规划 的 编 制 中
，

“

首 先要

完 成教科 书
，
教科 书 要放 在 第

一 位
”

。

二
、 《规划 》的 专 家 组成员 组成

２ 月 ３ 日
，
夏鼐和苏秉琦 、 王明

一

起讨论了远景

计划 的修改 ，
向金学 山 布置 了调查 国 内 专家 的任 务 。

在 １ ９ ５ ６ 年初
，
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发 紧 急通 知

，

要 求各 单位重新整理远景规划参考资料
，
并给 出 了 各

学科远景规划参考资料 的 整理提纲 。 通 知说
“

哲 学 社

会科 学 部 各 所 前 曾 整 理 远 景 规 划 的 参 考 资料 ，
但 该 资

料 分 类 不 明 晰
，
不 能使人 一 目 了 然 。 并 且 资料 不 完 备

，

错误 地 方 尤 多
， 有 著 名 专 家 不 见 其 名 的

， 有 不 应 列 入

或 属 其 他 科 学 部 门 的 专 家 而 列 入 本 门 科 学 的
，
甚 或 有

已 死 而 仍 列 在 表 上 的
，
种 种 舛 误

，

以 致 该 资 料 不 能 用

作 参 考 依据 。 为 此 ，

必 须 重 新 整 理 。 因 为 需要 紧 迫
， 希

望 接 到 通 知 后
，
即 可 组 织 人 员

，
按 照 后 面 所 附提 纲

，

从

本 Ｅ
Ｉ 起

，
在 四 天 内 整 理 完 毕

，
需 要补 充 的 补 充

，
需要 调

查 访 问 的
，

应 即 派 人 调 查 访 问
，
其 中 已 有 基 础 的 尽 量

利 用 原 来 的 基 础
，
务 期 求 其 详尽 正 确

”

。 从行文看 ，
这

个通 知应该是下发 到 了每个相 关院所 ， 但 由 于 目 前 档

案公布情况不 明
，
不 知 道具体的公文 流转 时 间 。 但根

据 文件 的 附件提纲可 知
，
通 知要 求补充 的 项 目 主要

是 ：

一

、 专家名 单
；

二
、 本 门科学 翻 译 力 量情况

；
三 、 工

具 书 编 纂情况
；
四 、 本 门 科学 的 资料 、 档 案情况 ，

有 多

少资料 ， 存在何处 ，
目 前管理 、整理和使 用 的情况 。

附件对这 些 内 容都有较细 致 的要 求 。 对于 专家 ，

通 知要求专家库 的 范 围 下限 是 中 级职称及 以上
，
且 需

要有专家 的 著述等情况描述 。

对翻 译 力 量 情况 ， 《通 知 》要 求 ，

“

１ ． 在 学 术 上 有 深

造 并 有 翻 译 能 力 者 有 哪 些 人
，

现 在 所 处 工 作 。 ２ ．在 学

术 上 虽 无 研 究
，

但 懂 某 种 语 文
，
有 翻 译 能 力 或 已 有 翻

译 者 有 哪 些 人
，

现在 何 处 工 作 。 ３ ． 能 够 把 顾 问 翻 成 白

话 文 的 有 哪 些 人 （
指 明 何 种 书

，
或 何 种 学 科 ） ，

现在 何

处 工 作
”

。 说 明 《规划 》 的翻译要求不仅仅 有 中 外互译
，

还 有 文 言 的 白话翻译需求 。

联 系 《夏 鼐 日 记 》 的记载 ，
不排除安排金学 山补充

国 内 专家 ，
是 因 为这分 紧急文件通 知 的 要求 。 虽然 目

前 我们 无法得知专家名 单和 专家信息统计 的 细节 情

况
，
但可能 是 由 考古学科最终提交 的 名单还是颇值得

深 究 的 。

按照最终 上交并公布 的 《考 古 学远景规划专家 名

单 》 ， 考 古学方面 的 专家共 有 ５ １ 人 。 《名单 》按 时代对

专家进行了分类 。

旧石器时代考 古专家共 四 人 ，
分别 为 ： 袁复 礼 、 杨

钟健 、 裴 文 中 、贾兰坡 （案 ： 名单备注
“

副研 究 员
”

） 。 专

家 表 说明
“

旧 石 器 时 代 考 古 与 地 质 学 、 古 生 物 学 的 研

究 密 切 联 系 着
，
现 由 我 院 古 脊 椎研 究 室 担 任 此 项 工

作
，
专 门 攻 旧 石 器 时 代 考 古 的 很 少 。 根 据 科 学 院 古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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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 动 物 研 究 室 及地 质 学 院 的 有 成 就 的 科 学 家 二人
，
附

带 顾 及 者 二人
，

约 共 四 人
。 其 中 属 教授研 究 员 级 三人

，

副 研 究 员
一 人

。 其 他 青 年 干 部
，

闻 古 脊椎研 究 室 有研

究 实 习 员
一 人

（ 案 ，
或即邱 中 郎 ） ，

北 大 有 助 教
一 人

（ 案 ： 当 指 吕 遵谔 ） 。

”

新 石器时代专家 十二人 ，
分别 为 ： 尹达 、 夏 鼐 （ 案 ，

名 单备 注
“

兼长汉唐及西北考 古
”

） 、 安 志敏 、 石 兴邦 、

佟柱 臣 （ 北 京历 史博物 馆 ） 、 林 惠祥 （ 案 ， 名 单 备 注
“

兼

长民族学 、 民俗学 、博物馆学
”

） 、何 乐夫 、荆三林 、顾铁

符 （ 案 ， 名 单 备 注
“

曾 在 武 汉大学讲课 《考 古 学 通

论 》

”

） 、 曾 昭 燏 、 尹焕章和赵青芳 。 专家名单 表 有
一

段

对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 的说明 文 字 ， 摘录于下 ：

“

新 石

器 时 代 考 古 ，
过 去 基 础 薄 弱 ，

现 有 新 老 专 家 都 不 多 。 据

科 学 院 、 各 大 学 及 文 物 机 关 的 现 有 新 石 器 时 代 考 古 工

作 者
，
约 为 十 二 人

，
教授研 究 员 级 六 人

，
讲 师 助 理 研 究

员 级 六 人
（
其 他研 究 实 习 员 助 理 级 约 有 六 、

七 人
） 。

”

在

名 单 中 的 专家 ，
尹达 、 夏 鼐 、 佟柱 臣 、 曾 昭 燏 、尹焕章 和

赵 青 芳 是 在 １ ９４９ 年 以 前 参 加 过 实 际 考 古 工 作 的 人

员 。 １ ９４９ 年 后 ， 除尹达 、 夏 鼐在考 古所工作 外 ， 佟柱 臣

当 时在 北京历 史博物馆 工作 ， 尚 未 调入考 古所 。 曾 昭

燏 为 南 京博物院院长 ，
尹焕章 为 南 京博物院保管组组

长 ，
赵青 芳 为 南京博物院考 古部主任 。

林惠祥时 为 厦 门 大学 历 史 系 教授 ，
在 １ ９４９ 年 以

前 ， 林惠祥 曾 于 １ ９２９
、
１ ９３ ５ 年 两次 冒 着 生命危 险赴 当

时仍被 日 本 侵 占 的 台 湾 ，
调 查 了 圆 山 新石 器 时代遗

址
，
并进行 了 高 山 族 调查 。 １ ９３ ７ 年他 又 自 费赴 闽 西 ，

在 武平 调查
，
发现了新石器 时代 的 石器 和 几何 印纹 陶

遗存 。 抗战期 间 ， 他流落 南 洋 ，
但仍坚持调查研 究 ， 甚

至在 １ ９４ １ 年在马来西 亚发现 并发 掘 了 吉打 史 前 洞 穴

遗址 。 １ ９４７ 年 ， 林惠祥 回 厦大任教 ，
因保护进步学 生 ，

传播进 步思想而人狱 。 １ ９ ４９ 年 以 后 ， 他任厦门 大学历

史 系教授兼 系 主任 ，
任教之余他还在福建 龙岩 、 惠安 、

闽 侯 、 长汀
一带 进 行 田 野 考 古 调 查 ，

发现 众 多 新石器

时代遗 址 ， 并据此写 出 了 《 中 国 东 南 区 新 石 器 文 化特

征之一 ： 有 段石锛 》
？

、 《 台 湾 石 器 时 代 遗 物 的 研 究 》
？

等 著作 。

何 乐 夫 （ 士 骥 ） ， 浙 江 诸 暨 人 ， 出 生 于 １ ８９３ 年 ， 时

为 兰州 大学 历 史 系教授 。 先后 求 学于浙江师范学院和

清华大学研究 院 国学 门 ，
抗战 前 曾任职于北平 研究院

史 学研 究所 ，
是 西北 史 地学 会 的 发起 人之

一

， 他兼任

北平师 范大 学 、北平女子 师范大 学 、 中 法 大学 等 校 的

文 字学 及 文 史 考古 诸课讲师 ，
曾 编 有 《考 古 学提纲 》讲

义 。 抗 日 战争爆发 后 ，
北平 师范大学 内 迁 ， 与 北平 大

学 、北洋工学院合组西北联合大学 。 他应 聘在 西北联

合 大 学 史 学 系
， 并兼任陕 西 考 古 会 代 理 工 作 主 任 。

１ ９４９ 年 前 ， 他 曾 考察北京 地 区 的 文物 古迹 ，
获得实地

考 察 资 料 ， 并 曾 与 刘 厚 滋 、 徐炳 昶 、 顾 颉 刚 等 学 者 合

作
，
对 南北 响堂 山 石 窟 及其附近 的 石 刻作 了详细 的 登

记考证 ， 并作 了 图录和论述 。 内迁至陕西后
，
他调查了

长安 鱼化寨新石 器时 代遗址
，
并撰文 发 表

，
参与 了 陕

西城 固 张骞 墓 的 发掘整理工 作 ， 并在西安 、 兰 州 进 行

过
一

系 列考 古 与文物保护工 作 。 国 立西北 师范学 院迁

兰 后 ， 他 留 在甘肃任教 ， 并 率领学生在 兰州 的 十里店 、

崔家 庄 、 孔家崖 、 安宁 堡 、 徐家湾 、 盐场堡 、 四 墩坪 （ 今

城 关 区 伏龙坪 ） 、 太平 沟 、 十 五 里 铺 、 西 果 园 、 土 门 后

山
；
临 洮县 的 辛 甸 （今辛店 ） 、 寺洼等 遗址 作 了 考 古 调

查和试掘 、 清理 ， 撰有 《兰 州附近 古物调查 》 《十里 店新

发现 屈肢葬 与 交肢葬 》等散见于 民 国 时期 报刊 。 １ ９４６

年 师 大校庆时 ， 他 举办过 历 史 文 物 展 览 ，
这也 是甘肃

文化史 上破天荒 的大事 。 因其在甘肃文物考古 界 的地

位
，

１ ９ ５ ０ 年他随西北军政 委 员会 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赵

望 云接管 了 国 立敦煌 研究所
，

１ ９ ５２ 年兼任甘肃省 文物

管理委 员 会委 员兼办公室 主 任 ， 参 与 并 负 责 筹建 了甘

肃 省博物馆 。

荆三林 ， 河 南 荥 阳 人 ，
时 为 山 东 师 范 学 院历 史 系

教授 。 １ ９３０ 年他 曾在河南省 立博物馆任练 习 生 。
１ ９３ ４

年 至 １ ９ ３ ５ 年 ， 他写 出 《瑞人安特生彩陶 分布说之矛

盾 》 ，
于 １ ９４ ５ 年 发 表 ？

，
提 出 中 国 文化源 于 中 国 本 土 。

１ ９３ ５ 年 ， 他加 入 当 时 的 中 国 博物馆协 会
，
侧 重 于 博物

馆学 的 研 究 工 作 。 １ ９４７ 年在 国 立 兰 州 大 学 任教 时 期

曾 出 版发行 《 史 前 中 国 》

一

书 １ ９４８ 年他 因 参加地下

组织在西 安特 种刑庭 受 审 ，
被组 织 营救 后 去 了 解 放

区 。 １ ９４９ 年他 与 苏联 学 者 司 大 力 克 率 队在松花江 流

域进行过 史 前 考 古 调 查
，
调 査报 告在 莫斯科 出 版 ？

。

１ ９ ５ ０ 年后 他在 多 间 大学辗转 。

顾铁 符 是清代学 者顾高 栋 的 后 裔 ， 在 １ ９４９ 年 前
，

曾 先后任教 于 中 山 大学 和 中 正 大学 ， 曾 协助杨成志在

海 丰
一

带做过
一

些调査 工作 ？
， 在 高剑父 、 岑 仲勉 的 指

导 下 ， 学 习 过 国画 和 石 刻 知 识 。 １ ９５０ 年
， 他作 为 地下

党转入武 汉 中 南 军政委 员会 文 化部 文物 事业管理 局 ，

先后 担任 文物局业务秘 书和 文物科科长 ， 在 １ ９ ５ ２ 年

参加 了 考 古所领 导 的 长沙基 建发掘 工作 。 １ ９５ ３ 年 ８ 月

兼任武汉 大学讲师 ， 讲授考 古 。 １ ９ ５ ４ 年全 国 大行政区

行政机构撤销 ， 顾铁符转入 北京 文 化部 文物局 工作 ，

任业 务秘 书 ， 后 来 由 文 物局 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 员 ，

晚 年 任 中 国 考 古 学会常 务理 事 、 国 家 文 物 委 员 会 委

员 。

名 单 中 石兴邦 、 安志敏两人 虽 然 当 时还 是考 古 所

的助理研 究 员
，
却是考 古所 当 时 的 青年 业务骨 千 ， 前

者在西安主持半坡遗址 的 发 掘 ， 后 者 已 经作 为 黄河水

库 考 古 队 的 副 队 长 实 际 主持 日 常 工作 。 虽 然职称 不

高 ，
岁 数 不 大

，
但在 当 时 已 是独 当

一

面 的 青年 专家 。

《规划 》将他们列入专家名 单 ，
虽 然不 能 不说 有考 古所

的 影 响在 其 中 ， 但从 二 人 后 来 的 学 术成 就看 ， 却 无疑

是 十分相称 的 。

商 周 考 古在 １ ９４９ 年以 前
，
是 中 国 考 古学 的 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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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积淀深厚 ， 相 关学者 也较 多 。 所 以 ， 《规划 》专家名

单对商 周考古人 员 的 名单所列最 多 ， 共 有 １ ８ 人 。 名单

中 对 当 时商 周考 古 的 研究人 员储备情况有
一

段描述
，

“

殷 周 考 古 的 基 础 较 强
，
但 以 偏 重 用 甲 骨 和 钟 鼎 文 字

研 究 的 老科 学 家 居 多
，
后 起 的 青 年 干 部 则 较 少 。 现科

学 院 、
各 大 学 及 其 他 文 物 机 关 的 人数 统 计 共 约 十 八

人
。 其 中 教授 、研 究 员 级 十 五人

，
讲 师 助 理研 究 员 级二

人
。
而 研 究 甲 骨金 文 的 占 十 人 。 （ 其 他 助 教 、研 究 实 习

员 级 的 约 有 八 、 九人 ）

”

。 １ ８ 位专家 中 ， 有郭沫若 、 郭宝

钧 、 陈梦家 （ 案 ，
名单 备注

“

专长 甲 骨及铜器研究
”

） 、王

伯洪 （ 案 ，
备注

“

专长 战 国 考古
”

） 、 陈公柔 （ 案 ， 名单备

注
“

专长战 国 考 古
”

） 、徐 森 玉 、徐 中 舒 、 张政烺 、 王献

唐 、部衡 。 名 单 中还 区分 出 殷 周 考 古 的 甲 骨文及金文

部分专家 ， 除郭沬若 、 陈梦家外还 有李 亚农 （ 案 ， 备注
“

专长 甲 文研究
”

） 、 胡厚 宣 （ 案 ， 备注
“

专长 甲 文研

究
”

） 、 于 省 吾 （ 案 ，
备注

“

专长 甲 文
”

） 、 唐 兰 （ 案 ， 备 注

“

专长 甲 文
”

） 、 商承祚 （ 案 ， 备注
“

专长 甲 文
”

） 、 孙海波

（ 案 ，
备注

“

专长 甲 文
”

） 、容庚 （ 案 ， 备注
“

专长金文
”

） 、

杨树达 （ 案 ，
备注

“

专长金文兼 甲 文研究
”

） 。 这份名单

中 的 人员都是久 负盛名 的 研 究 者 ， 除 了在 中 央单位任

职者 外 ， 其余几人都 是各地 商 周 研究 的领军人物 。 王

献唐 时任 山 东省人民政府 文物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 、 山

东地志博物馆历 史 部主任兼 山 东 省博物馆 筹 备处 副

主任
， 李 亚农时任科学 院华东办 事 处主 任 ， 胡厚 宣时

任复 旦大学 历 史 系教授 ，
于 省吾 时任东 北人民大学教

授
，
商承祚 、容庚时任 中 山 大学教授 ， 杨树达时任湖南

师院历史 系 教授 、孙海波时任河 南师院历史 系 教授 。

名单 中最年轻 的邹衡 ，
１ ９ ５ ５ 年刚 刚从北大历 史 系

副博 士毕业 ，
入职兰 州 大学 历 史 系 任讲师 ， 在名 单汇

总阶段甚至 尚 无著述发 表 ， 但他是新 中 国 第
一

个 商 周

考古 方 向 的 副博士 。 夏 鼐对邹衡 十 分重 视 。 １ ９ ５６ 年

夏
，
夏 鼐去新疆协助举办 自 治 区 首届 文物干部训练班

并讲课 ，
飞机来往经停兰州 时 ， 都 曾 亲 自 去看望邹衡 。

７ 月 １ ７ 日 去 看望邹衡 时 ， 邹衡带领 学 生去西安参观

未能见 到 。 ８ 月 ４ 日 再 到 兰 州 ，
中 午稍事休息后 又 亲

自 去兰州 大学看望邹衡
，
这成 为 后 来在 兰大 引 起轰动

的 美谈 。 邹衡 后 来在 中 国 夏 商 周 考 古 学 的研究发展证

明
，

１ ９５ ６ 年初确定 的 商 周考 古专家名单 ，
选 入邹 衡 ，

的确是夏 鼐等人慧眼识人 的结果 。

名单 中 考 古所 的 王伯 洪 ， 在 后 来 的 考 古学史 中 ，

少 有 人提及 。 王 伯洪在 当 时考古 所 中 尚 为 助理研 究

员
， 他原是 史 语所 图 书 史 料整理 处 的 工作人 员 ， 但 因

为 他 是地下党 员
，
在 １ ９５ ０ 年考 古所成立 后 ，

是 当 时所

内 少 有 的 党 员 干 部 （ 在很长
一

段 时 间 内 ， 考 古所除办

公室 主任靳 尚 谦外
，
王伯洪

一

直 是唯
一

的 业 务党 员 ） ，

也 是所党支部成 员 。 由 于特殊的政治身 份 ， 他也兼任

了所学术秘书 ， 可 以 列 席参加考 古所重 要 事 务会议 。

王伯 洪在进入考 古 所 后
， 即被刻 意培养 ， 不但参加 了

辉县发掘 ， 在 １ ９ ５ １ 年 后 参加陕西调查发掘 团 ， 与 苏秉

琦 等 人
一

起进行 了 西安调査 。 １ ９ ５ ２ 年他参加 文化部

文物局 、考古所和河 南省 、洛 阳市合组 的
“

洛阳 区 考 古

发掘队
”

，
参加烧沟汉 墓发掘 。 １ ９５ ３ 年考 古所成 立 商

周研 究组后
，
他先任组秘书 ， 后 来担任副组长 ，

被派往

主持沣西张家坡西周 遗址 的 发掘
，
成 为考 古所 丰镐队

的 首任队长并主编 出 版 了 《沣西发掘报告 》 。 王 伯洪与

安 志敏 、石 兴邦 、王仲殊 、 马得志这五 个年 轻人
，
当 时

深 受考 古所器重 ，
因 此 外界对他们 曾 有

“

五虎 上将
”

的

戏称 。

汉唐考 古 在 １ ９ ５ ０ 年 代考 古 工 作 走 上 正 轨 之 初 ，

一

方面 因 为 全 国考古 工作人 员稀缺 ，
另
一

方面则 因 为

“

古 不考三代以下
”

的原 因
，
不太受 重视 。 但 《规划 》对

汉唐考 古 的 专家还是认真加 以遴选 。 名单对 当 时汉唐

考 古归 类 为
“

汉唐 宋考 古
”

， 认 为
“

自 汉 至 宋 时 代 悠 长
，

但 该段 落 考 古 工 作 者 少 。 现 有人数 中
，
亦 有 兼 顾 及 者 。

如 西 北 考 古 寥 寥 几 人 而 已
，

又 非 尽 专 力 从 事 西 北 考

古 。 现 据 科 学 院 、 各 大 学及 文 物 机 关 中 人数 统 计 ，
共 约

十 七 人
。 其 中 教授 、 研 究 员 级 九 人

，
副 教授

、
副 研 究 员

级 二 人
，
讲 师 、

助 理 研 究 员 级 六 人 （
其 他 助 教 、 研 究 实

习 员 级 约 八人
） 。

”

名 单 中 的 １ ７ 位研究者 中
，
有黄 文 弼

（ 案 ， 备注
“

专长新疆地 区 考 古及西北 史 地
”

） 、 苏秉琦

（ 案 ，
备注

“

兼擅新石器时 代及殷 周考 古
”

） 、 许道龄

（ 案 ，
备 注 为

“

助理 研 究 员
， 专

‘

北京庙 宇 调 查
’ ”

） 、 王

明 （ 案 ， 备注
“

专科学技术史及思想史
”

） 、王仲殊 、李 文

信 、傅振伦 、赵万里 、 阎 文儒 、 陈直 、 王振铎 、 冯汉骥 、 陈

万里 、 宿 白 、成恩元等 人 。 另 外 ， 名单专设汉唐考古 （ 西

北 考 古部 分 ） ， 提 出
“

从 事 西 北 考 古 研 究 的 专 家 过 去

和 现在 都很 少
，
除 夏 鼐 、 黄 文 弼 已 见 前 外

，

据 科 学 院 内

现 有 的 人数
，
尚 有研 究 员 级二人

，
对敦 煌 学 都 有研 究

”

所列名单 为 向达和贺 昌群 。 这份名单 中
，
大部分学者

久 负 盛名 。 唯许道龄 、 王 明 、 成恩 元三 人较 少 被人提

及 。

许道龄时任考古所助理研 究 员 ， 他毕业于北平 大

学历 史 系
，
毕业后 曾 去 日 本 留 学

，
但 １ ９３６ 年 因 身体原

因 弃学 回 国
，
入北平 研 究 院 史 学研 究会工 作 ，

参加 并

主持 了抗战前北平寺观庙宇调查工作 。 这项工作原 为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为 编纂 《北平 志 》而进行 的
，
对

当 时北京 内 外城十
一 区 的现存庙宇进行了全面记录

，

不但绘 有 各庙宇 的平面 图 ，
还对庙宇进行 了拍照 ， 对

庙 内所有 的碑刻和主要器物进行过拓 片工作 ， 共制作

金石拓 片 ４０００ 余张 。 在这项工作进行过程 中
，
他就 曾

出 版 《北平庙宇通检 》两册 。 他对南 洋 史地 、 道教史 等

问题都 有过研究 ， 在抗战前就 已 是小有 名气 的 史学新

秀 。

王明 ，

又名 王则 诚 ，
是 夏鼐 的 温州 同 乡 ， 时任考 古

所助理研 究 员 ， 并兼任考古 所所 务秘书 。 他 １ ９３２ 年考

入北大 中 国 文学 系
，
毕业后 回 乡 参加抗 日 就亡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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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 间
，
他考入 西 南 联大 ，

研究 生毕业于 北 京大学

文科研究所治道教 史 。 １ ９４７ 年人史 语所工作 ，
１ ９４９ 年

以 后 由 历 史 所调 入 考 古 所 ， 参加 了 考 古 所 的 筹 建 。

１ ９ ５ ０ 年 曾 在华北 人 民革命大 学 进 修 ，
因 此 回 到 考 古

所后任所 务秘书 。 当 时考 古所与 科学 院 、 文物 局之 间

的 函件往 来 ，
所 务 会 的记 录工 作 ， 多 由 他 处 理 。 １ ９ ５７

年
，
王 明调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后 晋 升为研 究 员 。 王 明

还努 力从考 古 的 角 度进行研究 ，
曾 利用 道教文 献 资料

撰写发 表关于 古代造纸 的 文 章？
。 因 此在 《规划 》 的 专

家 名 单 内 ，
列 入他 的 名 字 ， 估计仍 是 为 了 日 常 工作 的

方便 ， 注明 他研究
“

科技史
”

，
当 是权宜之计 。

成恩 元 ，
是 山 西 文 水 人 ，

时任 四 川 大 学 历 史 系 讲

师 。 １ ９３ ８ 年考入燕京大学 历 史 系 ，
从裴 文 中 学 习 考古

学 ，
是 当 时 中 国

“

史 前考 古学
”

的 第
一

位 专业学 生 。

１ ９４３ 年毕 业 后 ， 曾 在 山 西 吕 梁 山 地 的 隰 县 、 吉 县 、 乡

宁 等地进行过考 古调査 。 后 又考人在成都复校 的燕京

大学研究院考 古部随郑德坤攻读研究 生 ， 成 为 燕京大

学 第
一位也 是唯

一

的
一

个考 古学研究 生 ，
也 是 是 中 国

大学培 养 的 第
一

位考 古 专 业 毕 业 生 和 研 究 生 。 １ ９４５

年 初 ， 因 日 寇侵华 ，
其 山 西老家 的 母 亲 和哥哥惨死 ，

他

奋而参 军抗 日
， 参 加 了抗 日 青 年远征军而肄业 。 １ ９４７

年起 ，
在华 西大 学博物馆 工作 。 １ ９ ５ ２ 年院 系 调 整 后 ，

华西大学博物馆并人 四 川 大学 博物馆 ， 他 因之 调 人 四

川 大学博物馆 并兼任 川 大历 史 系 讲 师 。
１ ９ ５ ４ 年代理

川 大博物馆馆长 。 在 １ ９４９ 年 时 ， 他在华西大学 曾 开设

《 史 前 史 》课程 ，
１ ９ ５３ 年起 又在 四 川 大 学 开设 《考 古 学

通论 》课程 。 １ ９４４ 年 ， 他在 四 川 大学校 内 曾 发掘唐墓 ，

发现 了 著 名 的 唐 印 本 《成都县 龙 池坊陀 罗 尼 咒本 》 。

１ ９４７
—

１ ９４ ８ 年他 又 曾 调查发掘 了邛崃龙 兴寺遗址 ，
发

现佛教窖 藏 。 １ ９５ ０ 年 代初 ， 他 又 主动 调 査 、试掘或 测

绘 了 川 西地 区 的 崖墓 和邛窑 、成都琉璃场 窑 址 等 。 在

当 时 ，
是比较 少 有 的对汉唐宋 时 期 各 类遗存 皆 有考 古

工作和研究 的 学者 。

除 上 述人 员 外 ， 考 古 所 的 郑振 铎 、 徐 炳昶 和 钟 凤

年被科学院学部要 求从考 古 类 专家移 出 名 单 ， 列 人 史

学 类 。

郑振 铎 当 时 刚 卸 任 文 化部社 会 文化 事 业 管 理 局

（ 文 物 局 ） 的 局 长 ，
而专任文化部 副部长 ， 兼任 考 古所

所长 。 但考 古所 的 日 常 工作实际上 是 由 夏 鼐 负 责 ，
只

有在 重要决策 会议时 ，
郑振铎 方 到所视事 。

徐炳昶 （ 旭生 ）
１ ９ １ ９ 年 即 留 法 回 国 。 在 １ ９４９ 年 以

前 ， 他既是 北平研 究 院考 古 工作 的 实 际 负 责 人 ，
也 是

西北 考 察 团 的 中 方 团 长 ， 在 学 术 界 的 地位很 高 ，
资 历

深厚 。 他 曾任北京大学教 务长 、北平师范 大学校长 、 国

民参政会参政 员 、 北平研 究院 中 国 史 学 研 究所所长 等

职 。 １ ９ ５ ０ 年考 古 所成 立 后 ，
作 为 元 老 ， 他 也 是 当 时 所

内 少 有 的 研究 员之
一

。

钟凤年 的 名 字 ， 在现在 的 考 古学 界 少 有提及 ， 他

是安徽桐城人
，

１ ９ １ １ 年毕业于北京译学 馆 的 法 文班 。

但他
一 生坎坷 ，

终 生 并 不得 志 ， 长期 飘零 没 有 相对 固

定 的 工作 。 抗战胜利 后 ， 在徐旭生 的 照拂下入北平研

究院 工作 ， 终生深 研 《水 经 》和 春 秋 列 国 地理 ，
虽然 著

述 不 多 ， 但深 为胡适 重视
？

。 １ ９ ５ ０ 年考 古所成 立 后 ， 他

跟 随 北平研究院 旧 人归 人考 古所 工作 。 当 时 ，
考 古所

曾短暂设置文献研究组 ， 他归属于该部门 。
１ ９５ ２ 年院

系 调整人 员 分流时 ， 险些被 调 离考 古所 。 １ ９ ５ ６ 年时 ，

他 已 ６８ 岁 高龄 ，
至 １ ９６ １ 年 即 已 退 休 。 虽 然他晚景孤

凉 ， 但十 分 高 寿 ，
至 １ ９ ８ ８ 年 方辞 世 ，

也 是 考 古 所 建 所

诸老 中 享寿最久之人 。 由 于他毕生从事 的 研 究 ，
基 本

上 是文 献史学研究 ， 所 以未被列 入考古专家 名 单 ，
也

是 自 然 。

上述专家确 定后 ，
应该 也基本确定 了 《规划 》 的 专

家组或审议组名单 。 从布衣 书 局拍卖 的标有 陈万里 名

讳 的 《规划 》 文 本推测 ， 《规划 》起草后 进入征 求 意见阶

段后 ，
被 列 入专家 名 单 的 专家们 ， 很可能都会收 到 《规

划 》 的 审 议稿 。

三
、 《规划 》 的 编 写

除 了 确 定 、 细 化专 家 名 单 ， 摸 清 当 时 的 考 古 学 人

员 、 资料和 工作现状 外 ， 起草 《规划 》 的 文 本 ，
是 当 时远

景规划 制定 工作 的 核心 ，
也 是考 古 所迫在眉 睫 需要 推

进 的 工 作 。 ２ 月 ８ 日
，
文物 局 召 集 人 员 讨论 十 二年规

划 的 写作 ，
曾 昭 燏 参加 了讨论？

， 但这次讨论 夏 鼐 并 未

参加 。

但 夏 鼐 无疑 也对制 定 《规划 》 十 分 重 视 。 ２ 月 ９

日
、 １ ０ 日

，
夏 鼐他 召 集所 内 人 员 ，

讨论远景 计划 写作 。

１ １ 日
，
虽 已 经 是 农 历 除 夕 ，

但在 当 天
，
夏 鼐 的 工作 仍

然 是
一整天都在讨论远景计划 的 写作 。 当 天下 午考 古

所 召 开联欢会 ， 但所 有 人 员 都 没 有 参 加 联 欢 ，
而是 继

续讨论 《规划 》 的 编 写 。 大年 初三 ，
假 期 尚 未结 束 ， 夏 鼐

便去所 中 召 集写作成 员讨论远景计划 的 中 心 问题 。

与 今 曰 不 同 ，
当 时 的 春 节 假 期 不长 ， 而对 于 中 国

考 古 事 业 影 响 深远 的 第
一

次 考 古 工 作 会议 也 在春 节

期 间 举行 。 可 以想 见 ，
１ ９５ ６ 年 的 春 节

，
对于 承办这 场

中 国 考 古 学 界 的 第
一 次 大 会 同 时 又 要 编 制 全 国 考 古

工作计划 的 考 古所领 导 层 而 言 ， 会 有 多 么 的 紧 张 和 忙

碌 。 大年 初 四 上午 ， 夏 鼐仍然去考 古所继续 讨论修改

《规划 》 的 写作 ， 下午 则 亲 自 去 北 京 饭店 ， 看 考 古 会 议

的 会场布 置情况 。 在这
一天 ， 考 古 大会 的秘书 处 已 经

进驻 。 之后 的 两天
， 他上 午 参加远景计划讨论 ，

下午准

备 考 古 会 议 的 会 务 以 及 帮郭 沫 若 准 备 考 古 大 会 的 发

言稿 。 ２ 月 １ ７ 日 晚
，
与 曾 昭燏 等人

一

起 商议考 古 会议

的 主席 团 和 分组人选 问题 ？
。 ２ 月 １ ８ 日 上 午 ，

考 古 会

议 的预 备会 召 开 ， 推选 了 主席 团 和各小组 的 召 集 人 以

及秘书长 。 下午 ， 去 西郊宾馆讨论远景计划写作 问 题 。

参加这次西郊宾馆 的 会议 有范 文 澜 、 侯外庐 、 刘 大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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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五等 人 ， 可知会议
一

定是从宏观 角 度布 置史 学及

考古学 《规划 》的 写作 。 夏鼐在 日 记 中 说会议 的主要任

务是
“

略谈今 后 布 置 及 集 中 人选
”

。 从 日 记 的记载可 以

推断
，
这次会议确定 了要组成写作班子或秘书 组集 中

写作 ，
并 且商量 了 写作组 的成 员 。 当 天晚 些时候 ，

夏 鼐

回 到城里 ，
又赶去考 古所 与考 古所 的 同 志

，

一 直讨论

到 下班左 右 ， 商讨远景计划 的 写作 内 容 ， 并 确定 了 考

古所 中 选 王 明 、
王伯 洪 、 陈公柔三人 作 为起草小组 的

成 员具体执笔 。

之后 的两天 ， 夏鼐和考古所 的 工 作 重心转移 到 全

国 考 古 工作会议 的 筹 备 上 来
，
不但要 召 开 筹 备动 员

会 、 高级干部会 ， 还要接见各地代表 ， 审 阅 参加 大会各

地代 表 的稿件和要通过 的 文件 。 ２ 月 ２ １ 日
，
考古 工 作

会议开幕 ，
大会开幕式上 ，

郭沫若致开幕词 ，
郑振铎作

报告
，

二人 的讲话 皆提到 了远景规划 问题 。

郭沫若在致辞 中 说
“

中 共 中 央 最 近 召 开 了
一 次 关

于 知 识 分 子 问 题 的 会议
，
周 恩 来 总 理 所 作 的 一 个 具 有

历 史 性 的 报告 各 位 是 看 到 了 的
，
中 共 中 央 向 全 国 的 知

识 分 子 号 召
，
要在 全 面 规 ａ 、

加 强 领 导 的 方 针 之 下
，

以

最 紧 张 的 努 力 争 取 在 １ ２ 年 内 使 落 后 的 中 国 科 学 文 化

接 近 世 界 的 先 进 水 平 。
这 在 我 们 是 光 荣 而 艰 巨 的 任

务
，
但 是 是 必 须 完 成 而 且 能 够 完 成 的 任务 … … 这 些 都

必 须 有 全 面 的 长 远规 划
， 有 组 织

、 有 步 驟 、 有 领 导 地 团

结 一 切 力 量 来 进行
，
然 后 才 能 使 为 得 到 满 意 的 解 决

。

响 应 着 党 的 号 召
，
目 前 有 关 各 部 门 都 正在 集 中 力 量 来

进行 着 １ ２ 年远 景 计 划 的 拟 订 。 我 们 的 考 古 工 作
，
在 目

前 的 新 形 势 之 下
，

也 应 该 有 一 个 １ ２ 年 的 远 景 计 划 。 到

底 应 该 怎 样 来 扩 大 我 们 的 队 伍
，
怎 样 来提 高 我 们 的 业

务 水 平
，
怎 样 来 促 进 我 们 的 政 治 觉 悟

，
怎 样 来 发 挥 我

们 的 潜 在 力 量
，
我 们 希 望 到 会 的 同 志 们 多 多 考 虑 一

下
，
尽 量提供 意 见 。 这在 １ ２ 年 远 景 计 划 的 制 定 上 是 有

很好 的 帮 助 的 。 这 层 也 就 是 我 们 召 开 这 次 学 术 性 的 工

作 会 议 的 有 一 个 主要 目 的
”？

。

郑振铎 的讲话站在 文化部 主管业 务部门 的 角 度 ，

介绍 了 １ ９４ ９ 年 以 后 的 考 古 文博工作成就
，
提 出

“

加 强

学 术研 究 工 作
，
为 在 １ ２ 年 内 赶 上世界 考 古 学 水 平 的

目 标 而 努 力 。
大 量 培 养 新 生 力 量…… 我 们 必 须 在 １ ２

年 之 内 赶 上世界 水 平
，
而 大 量 地 培 养 新 生 力 量 更 是 关

键性 的 问 题
，

必 须 抓 紧 地 办 到 、
办 好

”？
。

２ １ 日 考 古会议 开幕式 的晚 上 ，
召 开了 分组 的业 务

会 。 刘大年 参加会议讨论 。按他 的记录
，
至 少在考古通

论组 内对于 制定长远规划 有畏难或抵触情绪 ，
所 以刘

大 年认 为
“

考 古 通 论 组要 打 气
，
指 出 其 远 大 前 途 。 讲规

划 的 重要性
，
要 首 先将 考 古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 统 一 规

划
（
要 ）

加 强 领 导
，

要 解 决 此 问 题 （

一

） 学 术 业 务 科 学

院 。 （

二
）
行政 文 化 部 （ 局 长 是 党 员 ）

… …

（
三

）
思 想 领

导 ，
要 中 央 重视 （ 曾 昭 燏 提 出

） 。

”

尽 管 《规划 》的 编 制在

当 时涉 密 ， 《规划 》本 身 也 列 为
“

秘密
”

等级 。 但刘大 年

对考古 人 员 打气 ，
鼓励大家讨论规划 的 制 定 ，

强调规

划
“

没 有什 么 神 秘
”

。

全 国考 古 工作会议 的 第 二天上 午是全体大会 ，
新

任 的 文物局局长王冶 秋 ，
代 表 文物局传达了 李富春 、

陈毅关于制定 各学科远景计划 的工 作报告 。 中 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秘书刘 大年 则代 表科学 院 ，
向 与 会

代 表介绍了 中 科院社会科学部 的远景计划 ？
。 刘大年

的报告
“

首 先 指 出 这 次 要做 哲 学 社会 科 学 规 划 的 重 要

性
，
然 后 谈 及 在 规 划 时 会碰 到 的 问 题

，
最 后 又 谈 到 了

规 划 的 步 骤 和 内 容 。 他 对 怎 样做 考 古 科 学 的 １ ２ 年 规

划 提供 了 初 步 建议
”？

。

会议期 间 ， 参会 的 各 省 、 高校 代 表 之 间 也对远景

计划进行了讨论 。

“

代 表 们 一 致 认 为 这 次 大 会 的 召 开

是 适 时 的
，
各 位 首 长 和 专 家 的 报 告 对 大 家 的 启 发 很

大 。 代 表 们 纷纷提 出 具 体 的 建议 。 年 老 的 专 家 们 提 出

保 证
，
要 在 １ ２ 年 内 带 出 若 干 徒 弟 来 。 年 青 的 考 古 工 作

者 诚 恳 地 表 示 应 老 老 实 实 地 向 年 老 的 一 辈 学 习
，

必 须

向 科 学 的 堡 垒 进攻
”？

。 在 ２７ 日 大会 闭 幕式 时通过了

事先 由 考 古所草拟 的 考 古 工作会议决议 ，
其 中 也提 到

要尽快制定远景规划 。 决议说
“

我 们 建议科 学 院 和 有

关 部 门
，
按 照

‘

全 面 规 划
，

加 强 领 导
’

的 方 针
，
制 定 出 有

关 考 古 工 作 的 全 面 规 划
，
对上 述 各 项

，
作 出 统 一 的 具

体 安排
，
规 定 进 行 步 骤

，
来 保 证 我 国 考 古 学 在 一 定 时

间 内
，
接 近 和赶 上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
解 决 历 史 研 究 上 的

迫切 问 题
” ？

。

２ 月 ２７ 日 大会 闭幕后 ， 夏鼐 的 工作重心立 即全部

转移到远景计划 的 制定 上来 。 ２ 月 ２９ 日
、 ３ 月 １ 日

，
郑

振铎 亲 自 连续组织 召 开考 古所扩大学术委 员会会议 ，

讨论远景计划 的 制定 。 按照 夏 鼐 日 记所称之
“

扩 大 学

术委 员 会会议
”

，
则 参会人 员 当 有所扩大 ， 推测 没有 进

人考 古 所 第
一

届 学 术 委 员 会 的 苏秉琦 等 人应该 参加

了 会议 的讨论 。

３ 月 １ 日 下午 ，
夏 鼐代表考古所

，
赴西苑大旅社

社会科学部远景计划办公室参会
，
汇报考 古学远景计

划 的进展情况 。 这次会议 由 潘梓年 亲 自 主持 ， 并 给 了

夏鼐具体 的指示 。 之后 的三天 ，
除了 日 常所 务 ，

远景计

划都是考古所工 作 的 中 心
，
夏 鼐在三天 中 分别与郑振

铎 、 陈梦家 、王明 等讨论 《规划 》 的起草 问题 。 按照 《夏

鼐 曰 记 》的记载 ，
至迟在 ３ 月 ６ 日 下午 ，

远景计划 即 已

有 了可供修改 的初稿 。 此后 的 几 日
，
夏鼐连续修改远

景计划 的草稿 ， 到 ３ 月 １ ０ 日
，
已 经有 一部 分 《规划 》付

印 ， 而 当 晚夏鼐仍在加班起草或修改 《规划 》 的 剩余部

分 。 至 ３ 月 １ ２ 日
，
远景计划可能 已经 有相对完整 的 初

稿 ，
已经可以被

“

审 阅
＂

。 次 日 下午 ，
夏 鼐在 日 记 中 说 ，

已经在
“

修改远景计划
”

。

３ 月 １ ４ 日
，
西郊宾馆礼堂 召 开科学规划委 员会成

立会议 ， 陈毅 、李富春 、郭沫若 、 李 四 光参加 。 李富春再

次强调
“

（

一

） 在 十 二 年之 内 赶 上世界 水 平 。 （
二

） 在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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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又 快 又 好 又 省 的 条 件 下
，
建设 社 会 主 义 为 社会 主 义

工 农 业 生 产 服 务 。 这 两 个 任 务 是 互 相 结 合 的
，
完 成 了

这 两 个 任 务
，

又 可 以 推 动 科 学 前进 。 任 务 的 光 荣 性
，
艰

巨 性 都 在 这 里 ａ 规 划 工 作 是 关 系 国 家 能 不 能 建 设社 会

主 义
，

关 系 国 家 命运 的 问 题 。

… … 科 学 规 划 不 是 一 个

部 门 的 个 人 的
，
是 全 国 性 的 。

只 有 先 有 了 全 国 规 划
，
才

能 有 个 人 规 划 。

”

之 后 的 两天 ， 夏鼐都参加 了 会议 。 之

后 的 几天
，
远景计划应 是进 入 了 分模块撰写或修改阶

段 。 ３ 月 ２７ 日
，
金 学 山 返 回 所 中 ， 和 夏 鼐 商讨远景计

划 中 有关
“

干 部 问题
”

，
４ 月 ６ 日 商讨

“

主要任务
”

。 ３ 月

２９ 曰
， 刘 大 年 为 社会科学 学 部远 景计划 的 考 古 学 重

要任 务 表 ， 来找 夏 鼐 。 ３ 月 ３ １ 日 夏 鼐将修改好 的远景

计划最 重 要任务 表 做 好
， 交 付尹达 审核后 寄 给刘 大

年 。

四 、 《规划 》的修订 与 征 求 意 见过 程

从 目 前能 够见 到 的 印 刷本可知 ， 考 古 学十二年远

景 研 究计划在 ４ 月 初 ，
当 已 经 有 成稿 印 刷

， 并 交 各 方

审 阅 。 按照曾 昭燏 日 记 的记录 ，
４ 月 １ 日 星 期 天 下午 ，

曾 昭 燏 已经
“

看 《 考 古 学 十 二 年 远 景 规 划 （ 草 案 ） 》毕
”

，

到 ５ 日
，
她

“

上 午 写 信 与 葛 治 功 与 罗 （ 案 ，
当 为 罗 宗 真 ）

等
，

讨 论 考 古 所 所 拟 《 考 古 学 十 二 年 规 划 》 并 提 出 意

见
，
嘱 罗 写 成 书 面 意 见 。 下 午 修 改 罗 的 书 面 意 见

，
重 写

一 遍
”？

。 这说明 ， 《规划 》的草案稿 至迟在 ３ 月 下旬就

已 经寄 到 各审 阅 人手 中 征求 意见 。 征求 的 范 围 ， 当 是

除 了 当 时 各地 文博机构 、 考 古所学术委 员 会成 员 ， 应

该还包括 了 向 规划办公 室 提 交 的 考 古 学 科各 方 向 的

专家 名 单 中 的 各位专家 。 同 时
， 考 古所 内 也在积极修

改 编 写 《规划 》 。 ４ 月 ８ 日
，
尹 达 至 考 古 所 ，

召 集 郭 宝

钧 、 陈梦家等 人 ，
商 讨修改远景计划 的

“

中 心 问题
”

。

之 后 的
一

段时 间 ， 似 乎远景计划 的 写作 已 经进 人

到 各 方审核修订 的阶段 。 ５ 月 １ ８ 日
， 在 文物局任秘 书

的 王 去 非找 夏 谈考 古规划 事
”

， 说 明该草案 必然 也

已 经进入 了 文物局 的审核 、 修改阶段 。 从现有 的 资料

看 来
，
寄 送 出 的 《规 划 》 ，

得 到 了 全 国 同 行 的 关 注 ， 对

《规 划 》的 修订 也都基于各 自 实际情况提 出 了 意见 。 从

各方 反 映可知 ，
意见 的 表述较 为 两极化 ，

一

方面
， 各地

希 望 规划能 更 多地关照 当 地 的 工作 ， 希 望 考古 所能 够

给 予他们 宏 观 的 指 导 ， 并在 中 心任 务 中 更 多给 予 关 注

和 侧 重 ， 甚 至 有 的 意见对 《规划 》 以考 古 所 为 本 位 ， 过

多 反映考古所 的 工作 目 的 表达 了 不满
；
另
一

方面 ， 各

地 又 非常 期待得到 考 古所 的 指 导 ，
甚 至 期 望能将本地

的 考 古机构 直接划归考 古所管理或接收 。

在 １ ９５６ 年 ４ 月 以 后 ， 制订 《规划 》在 考 古 工 作 中
，

已经 不 是 中 心任 务 。 在这个阶段 ， 对编制 《规划 》 ， 考 古

所 更 多地 的 是根据规划办公室 审议和 各地修 改意见 ，

进行一定程度 的 修改 。 另
一

方面
，
在西苑宾 馆 的规 划

办公 室 ， 整 个 四 月 和 五 月 的 前 半段 ， 都在 密集 进行 各

学科规划 的 审定和修改工作 。 但从刘 大年 的 日 记看
，

似乎考古学规划 的修改任 务不 重
，
没 有被刘 大年单独

提及 。 这可能 是 因 为 考 古学 专业性较强 ，
且 考 古学 的

《规划 （草案 ） 》 已 经较 为细致 、全面 的原 因 。

４ 月 ２ ８ 日
，
毛泽 东在 中 央政 治 局扩大会议 上提

出 ， 在 科学 文 化工作 中
， 应该实行

“

百花齐放 ，
百家 争

鸣
”

， 提 出 艺 术 问 题 应 该
“

百 花齐 放
”

， 科 学 研 究 应该
“

百家争鸣
”

。 ５ 月 ２ 日
， 他在最 高 国 务会议第七次会

议上
，
再次强调这一提法 ，

提 出要 实行
“

双 百方针
”

。 ５

月 ２６ 日
， 中 南海怀仁堂组织 召 开 了会议 ，

由 中 宣 部部

长 陆定一 向 参 与起草长远规划 的 专家们传达
“

双百方

针
”

，
这 也 是 外界第

一

次 正式听 到毛泽 东 的这
一

新指

示 。 刘 大年 、 夏 鼐都参 加 了 这次会议 。 在会议上 ， 周恩

来 也发 表 了 讲话
，
就长远规划和

“

双百方针
”

的 结合提

出 要 求
， 他强调 ， 科学 规划

一

要 有 重 点 ，
二 要 有 先后 ，

要在 具体措 施如 分 工 、机构 、 人 员 等 方面 解 决存在 的

问题？
。

６ 月 初 ， 远景规划草案进人 最后 的 审 阅阶段 。 规

划办公 室将 各 个 学科 的远景规 划 草 案汇 总 ， 形成 了

《 １ ９５６
—

１ ９ ６７ 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草案 （ 初稿 ） 》 ，
并 筹 备

召 开协商会 。 ６ 曰
， 西 苑大旅社 规划 委 员 会办公 室 召

开 筹 备会
，
召 集 各学科 负 责 人 商 讨集 中 审议远景规划

的 事 宜
， 并且 布置规划 编 制 全体大会 的 事宜 。 夏 鼐原

本要 出 差去 洛 阳 ， 因 为 这个会议 而退 票改变 了 行程 。

按照刘大年 的 记录 ， 他 向 大家强 调 了 两 条新 的政 策 方

向
，

‘ ‘

（

一

）
规 划 是 方 向 性 的

，
大 家 可 以 选 择

； （
二

） 总 要

的 著 作 教 科 书 组 织
，
个 人做 要鼓 励

”？
。

１ ０ 曰 下午 ， 国 务院科学规划 委 员 会 召 开 了 编 制会

议 。 当 天下 午 的 大 会 有 １ ３０ 多位学科 的 负 责 人 参会 ，

周 扬 、郭沫若等 也 都参加 了 会议 。 会 上 刘 大年介绍 了

各 学科规划 修订 的 过程 ， 周 、郭二 人都强 调 了
“

双 百方

针
”

对规划 的意 义和 上 层 的 意 图 。 次 日
，
召 开 了 哲 学社

会科学规划 座 谈会 ， 讨论 《草 案 （ 初稿 ） 》 。 规划委 员 会

按 不 同 学科分小组 开会 ， 全会 有 ５ ００ 多 人 参加 。 考 古

组 由 郑振 铎 主持 会议 ，
全体 进行 了 专项讨论 ， 在 规划

的讨论 中 ，

“

百家争鸣
”

的 问 题也 纳人 了 小组讨论？
。 ６

月 １ ４ 日 中 午 ， 夏 鼐接 到 紧 急通 知 ，
说下午在 西苑大旅

社有 重要会 议 。 夏 鼐 参 会后 方知 是毛泽 东 、 周恩来 等

接见规划委 员 会成 员 并 合影 ， 所 有成 员 集体乘车去 中

南海 怀仁堂
，
与毛泽东等 人合影 。 会议之 后

，
夏 賄 当 夜

即乘车去洛 阳 出 差 。

毛泽东 接见远景规划 的 制 定 同 志
， 标志 着 以最 上

层 的 角 度 ， 规划 的 编 制 工作 已经阶段性完成 了 工作 。 ６

月 １ ８ 日
， 郭沫若在

一

届 人 大三次会议上 向 与 会代 表

介绍 了 哲学社会科学 长远规划 的 编 制 情况？ 。 但 由 于

工作并 未全部结 束 ，
所 以在 西苑宾馆 的办公室 与 写 作

联络小组并未撤消 解散 ， 不但刘 大年仍然需要赴办公

室处理 后续 事 宜 ， 《规划 》 的 文本 也仍然在进 行修改和

文

博

讲

坛

－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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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毛 泽 东 、 朱 德 、 周 恩 来 、 陈 云 、 董 必 武 、 邓 小 平 等

接见 《规 划 》编 制 的 专 家 合 影 （
局 部

＞ ，

三 排 左 三 为 夏 鼐

完 善 ， 其核心工作 ，
已 经 由 不 同 学科 的 《规划 》开 始 凝

练合并
，
撰写哲 学社会科 学 的 总体规划 草案 ， 并 由 中

宣部将其发往全 国 各地 的 当 为 宣传部或 文 教部 ，
组织

当 地科研 与教学人 员讨论 ，
比较 广泛地征求 意见 。 同

年 ７ 月 １ ０ 日
，
曾 昭 燏在 日 记 中 记录在江苏 省委 宣传

部讨论
“

全 国 哲 学 与 社会科 学 十 二年 规 划
＂

。 这 当 是该

规划在全 国范 围 内征求意见 ， 修改阶段 的 流程
？

。

８ 月 下 旬
，
国 务 院科 学 规划 委 员 会 召 开扩 大会

议
，
对 自 然科学 的 十 二 年规划做 了 总结性讨论 ， 并形

成 了 《十 二年科学技术发 展 远景规划纲要 （ 修 正草

案 ） 》及四 个附件 。 到 当 年 ９ 月
， 各地意见陆续返 回 ，

９

月 １ ３ 日
，
中 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召 开第八次 学部常

委会讨论 《草案 （ 初稿 ） 》
？

。 至 ９ 月 ２９ 曰
，
金学 山 回考

古所
，
向 夏鼐汇报十二年考古学规划修改 的 事情 ，

报

告夏鼐
“

下 星 期 即 可 结 束
，

返 所 工 作
”

。

１ ０ 月 ２９ 日
， 陈毅 、 李富春 、 聂荣臻联名 向 中 央呈

交 《 关 于 科学规 划工 作 向 中 央 的 报 告 》
？

，
到 １ ９５６ 年

１ ２ 月 ２２ 日
，
中 共 中 央就陈毅等 人 的 报告连 同 《 十二

年 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 （ 修正草案 ） 》下发 各地征求

意见 。 但这个报告及 《十二年 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

（ 修正草案 ） 》及其附件都没有包 含哲学社会科学 的长

远规划 。 到 了１ ９ ５７ 年 ６ 月 １ ３ 日
，
国 务院科 学规划 委

员 会 召 开 第 四次扩大会议 ，
才讨论了关于哲学社会科

学长远规划的 问题 。 在本次会议上 ，
经过讨论 ，原则上通

过了 《 １ ９５６ １ ９６７ 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 纲 要 （ 草案 ） 》
？

。

但该草案
，
在后续 的 时 间 内仍然在修改 中 逐 步进行落

实 。 １ ９５ ８ 年 ３ 月 ５
－

１ ２ 日
，
国 务院科学规划 委 员 会 召

开第 五次会议 ， 委 员 会副秘 书 长姜君辰在报告 中 透露

“

从 去 年 十 月 起
，
国 务 院 科委 建 立 了 哲 学 社 会科 学 方

面 的 办公机 构
， 到 现在 已 经 五 个 月 。 在 这 五 个 月 中 ， 我

们 主 要做 了 三 件 事 情 。 第
一 件 是 先 后 成 立 了 中 国 古 籍

整 理 、
出 版规 划 小 组 … … 另 外 还 有 国 际 关 系 、 语 言 、 考

古 和 民 族 等 专 业 组 和 世界 各 国 历 代 重 要 著 作 出 版 规

划 小 组 也 在 准 备 成 立 中 。 第 二件 是 对 十 二年 哲 学 社会

科 学规 划 纲 要 （ 草 案 ）
进 行 了 修 改

”？
。 本次会议正式通

过 了哲学社会科学 十二年 规划纲 要 ，
并于 １ ９５ ８ 年 ７

月 由 国 务 院科学规划委 员会办公室 印发？
。

至 此
， 自 １ ９ ５ ５ 年 底 开始编 制 的 哲学社会科学十

二年远景规划 工作终于结束 。 但是 ，
这个规划 实际上

已 经失去了 全面 落地 的 时机 。 在
一

年 前 的 １ ９５ ７ 年 ６

月 ８ 日
，
中 共 中 央 发 出 《关 于 组织 力 量准 备 反 击 右派

分子进攻 的 指示 》 。 １ ９ ５ ８ 年 ３ 月
， 国 务院科学规划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 召 开后 不久 ，

“

大跃进
”

运动也 波及到

了 科学界 ， 中 国科学 院和其他高校研 究机构 ，
开 始 应

高 层 要 求 ， 制 定 规模 庞 大 的
“

拔 白 旗
”

运动 、

“

红 专计

划
”

或
“

个人计划
”

。在这样 的 历史背景下 ，
经过精心编

制 并经过 充 分征求意见形成 的 十 二年远景计划 已 经

没 有可能落地实施 。

一 些参与 编 制 《规划 》 的专家 也被

划 为
“

右派分子
”

或者走
“

白 专道路
”

的 专家 ， 在考 古界

开展 的批评与 自 我批评 ，
在 １ ９ ５ ８ 年 春天 以 后 逐 步升

级？
。 因 此 ，

１ ９ ５ ８ 年 ７ 月 才印发 的 《十二年规划 》 ，
在时

间 、空 间 和 研 究环境 各 方面 ， 实 际 上 已 经 没 有落实 执

行 的机会了 。

但就考 古 学科而 言 ， 《考 古 学 研 究 工 作 十 二年远

景规划 （草案 ） 》 的 编 制仍然 是有 重大积极意 义 的 大

事 。 由 于依照法律 ， 考 古事业在我 国 是 由 国 家 各级机

关领导 的 官方事业 ，
但相较于 各种 关 系 国计民生 的 行

业面前
， 仍然相对处 于弱 势地位 。 如果脱 离了 国家层

面 的 支持 ， 在 与 经 济 建设行为 产 生 矛盾时 ，
文博机构

往往难以发挥有效 的 影响 力 ，
各级考古机构 的 工作 的

开展 ， 是十分艰难 的 。 长远规划 的 制定 ， 不但使考古工

作在经 费 、 人 员 编 制 、 组织机构和 工作方 向 方面有 了

可 以依据 的政策性指 引 。 在 研究层面 ， 在地方人 员储

备 不足 、 学 术能 力 未 能达到
一 定水平 的 时候

，
有长远

的总体规划作 为 工作 的指 导 ， 统
一

思想
，
凝聚 力量 ， 在

当 时 的学术背景下都有极大 的 积极作 用 。 当 然
，
对于

全 国 的考古 工作 是否 应该 由 考 古所统
一

领导 ， 以今 曰

的 眼光观察 ，
必然见仁见智

，
但在 当 时 的 条件 ，

是时 势

所然 ，
当 不必苛求 。

《规划 》 虽 然未能全面落地 ，
但还 是在

一

定程度 上

得 以部分落 实 ， 后 续 中 国 考 古 工 作 的 进行
，
也证明 了

《规划 》得 到 了
一

定程度 的 执行？
， 各地 文博机构 也仿

照 《规划 》 ， 开始制订 自 己 的长远规划？
。 更重要 的 是 ，

无论是科学院考古所 、 还 是审 阅 修改了 《规划 》 的 地方

文博机构工作者和高校教 员 ，
还 有 各级 文物管理部 门

的领导
，
在通 过编制和审议 、修订 《规划 》 的 过程 ，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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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未 来从全 国 到 地方 的 考 古 工作方 向 和 研究 的 重 点

课题 是什么 ， 也 明确了 考 古 人 才 的培养和教 育 的 总体

目 标 ，
这对于 全 国考 古 文博工作者 、 教育 者统

一

思想
，

凝练学科议题都是极 为 重要 的 。

同 时
，
无论 是 主 观倾 向

，
还 是客观 上 国 家 对 中 科

院领 导地位确 立 的 强 调 ，
作 为 全 国最高 的 考 古 学 行业

研 究机构 ， 考 古所通 过 编 制 《规划 》 ，
进
一

步 明 确 并 强

调 、 巩 固 着 自 己 的 行业领 导 地位
，
并试 图 通 过 《规划 》

扩大 自 己在全 国 业务方面 的领 导作 用 。 另
一

方面
，
通

过 《规划 》的 编 制 ， 考古所明确 了相对清晰 的 未 来 工 作

方 向
， 全所 的 高级 研 究人 员 从 不 同 的 学 科方 向 ，

凝练

了 后续 的学科不 同 时段 不 同 课题 的 具体研究 目 标
，
甚

至 为 考古所后 续数十年 的 工作 发展 目 标
，
第
一次提 出

了 明确且可 以落地 的 具体工作计划 。 这 为 考 古所 曰 后

工作 的 开展
，
研 究能 力 的 提升甚至人 员 编 制 的 确定 、

扩 大都有 了 相对准确 的依据 。 第三方面 ， 《规划 》 的 编

制过程 ，
也使 中 国科学 院考 古 研究所积 累 了 丰富 的 学

术规划编 制 经 验 ，
也 使 考 古 所意识 到 ， 对 于 全 国 考 古

工作 的 引 领 ，
需要 有可 以落实 的 具体 文件加 以推行 。

这 些经验 和认识 ，
为 后 续 考 古所 编 制 《考 古 研 究所八

年规划 （ 草 案 ） 》 （ １％〇 年 ） 、 《考 古所最近 七年 （
１ ９ ６ １ 

—

１ ９６７ ）
工 作 的 初 步打 算 （ 草 案 ） 》 （ １ ９６ １

） 、 《 中 国 科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研 究 规 划 提 要 （ 草 案 ） （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７２
） 》

（
１ ９６３ ） 、 《

一

九 七八一－

一

九八五 年 考 古 研 究 工 作 八

年 规划纲要 》 （
１ ９７ ８ 年 ） 、 《

一

九八
一

一

一

九八 五 全 国

考 古 研 究 工 作 规划纲 要 （ 草案 ） 》 （ １ ９８ １
） ，
直 至 后 续 自

“

六 五
”

规划 （
１ ９ ８３ 年 ） 开始 的 ，

历次 五年 计划 和 总结 ，

积 累 了 丰富 的经验 ，
锻炼了相对成 熟 的编 写队伍 。

可 以 毫 不 夸 张 地说 ， 《考 古 学 研 究 工作 十 二年 远

景规划草 案 》 的 编 制 ， 是 中 国 考 古 事 业领 导 方面规格

最 髙 ， 编 写时 间 最长 ， 参 与 人 员 最 多 ， 审 议时 间 最长 ，

涉及面最广 的
一

次 国 家级行 为 。 此 后 虽然 不断 有 类似

的 考 古 工 作和规划 制 订 ，
但都 未 能达 到 《 考 古 学 研 究

工作 十二年远景规划草 案 》 的 高度和细致程度 。 《规

戈 Ｉ

Ｊ 》 虽 因 特殊 的 历 史原 因 ， 未 能最终全面落 实 ， 但这项

工作 影 响深远 ， 时 至今 日
， 《规划 》所思量 的许 多 问题 ，

仍在 不断 以 不 同 的 形式 出现 ，
这不 能不说 是 《规划 》编

制 的深 猷远计和制订 者们 的 精心巧思 。

附 记 ： 本 文 草 成
，

一 切 起 点 得 益 于 储 著 武 先 生 提 供 《 规

划 》原 件 ，
没 有 他 的 帮 助 ，

这 份 珍 贵 文 献 将 被 淹 没 。 写 作 过 程

中
，
得 到 刘 绪 师 指 点 。 稿 成 后 ，

王世 民 、 陈 星 灿 、 孙庆 伟 、 方 向

明 先 生 相 继 审 阅 并 提 出 修 改 意 见
，
王 先 生 还 提 供 了 资 料 以

供 参 考 。 商 周 田 野 工 作 坊诸 友 与 汤 超 博 士 亦 提供 了 修 正 意

见
，
谨 致 谢 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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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储著 武 ： ａ ． 《 １ ９ ５６
—

１ ９６７ 年 哲学 社会科学 规 划 工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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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８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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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夏 鼐 日 记 》 ２ 月 １ ９ 日 条
，
原本 这个报告 应该 由 中

国 科学 院哲 学社会科学 部 副 主任兼哲学研 究 所所长潘 梓年

来做
，
但 由 于 郭沫若临 时建议考 古 工 作 大会推迟

一

天 召 开 ，

潘 梓年要去 上海 出 差
，
所 以临 时委 托刘 大年 代 表 哲学社会

科学部参会并发 言 。

？华平 ： 《考 古 工作会议概况 》 ， 《考 古通 讯 》 １ ９５６ 年 第 ２

期 。

⑩华平 ： 《考 古工作会议概况 》 ， 《考 古通 讯 》 １ ９５６ 年 第 ２

期 。

？ 《第
一

次全 国考古工作会议 决议 》 ， 《考 古通 讯 》 １ ９ ５ ６

年 第 ２ 期 。

？南京博物院 编 ： 《 曾昭 燏 文 集 ？ 日 记 书 信卷 》 ，
文 物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刘 大年 著 ，
张海鹏主 编 ： 《刘 大年全 集 ？ 第八册 ？

日 记

（ 上 ） 》 ，
第 １ ５９ 页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９ 年 。

？刘 大年 著 ，
张 海鹏 主 编 ： ＜刘 大年 全集 ？ 第八册 ？ 日 记

（ 上 ） 》 ，
第 １ ５９ 页

，
湖北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９ 年 。

？ 《夏 鼐 日 记 ？ 第 ５ 卷 》 ，
第 ２２９ 页 。

？ 《在 第
一

届全 国人民 代 表大会 第三次 会议 上 的发 言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副 委 员 长 郭 沫 若 的 发 言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６ 年 ６ 月 １ ９ 曰 。

？ 南 京博物院编 ： 《曾 昭 燏 文 集 ？ 日 记 书 信 卷 》 ，
第 ２７４

页
，
文物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 《 中 国 科学 院 年 报 （
１ ９５６ ） 》 ， 中 国 科 学 院 办公厅 １ ９ ５７

年 编 印 。

？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 ： 《建 国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

第 ９ 册
，
中 央 文献 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年 。

⑩ 《 努 力 实 现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远 景 规划 》 ， 《 光 明 日 报 》

１ 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３ 曰 。

？ 《 中 国 科学 院 年 报 （
１ ９ ５ ８

） 》 ，
中 国科 学 院办公厅 １ ９６０

年 编 印 ，
第 ３ ８ 页 。

＠ 《

一 九 五 六一一九 六七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纲要 （ 修正

草 案 ） 》 ，
国 务院科学规划 委 员 会办公室 １ ９５８ 年 编 印 。

？ 当 时特殊 的 历 史和社会环境 ， 也 波及 到考 古学 界 。 以

《考 古通讯 》 杂志 为例 ，

１ ９ ５ ８ 自 第 ３ 期 开始就开始提倡 科学

大跃 进
，
发 表 编 辑 部执 笔 的 《把 心 交给 人 民 使 科 学 大 跃

进——科 学家在科学 院会议 上强 调 思想改 造 是 科 学 跃进 的

前提 》 ，
郑振铎 为 首 的考 古所 大部 分 副研 究 员 以 上 的研 究 人

员 等 也 发 表联名 声 明 《决心作做派 ，
力争红 与 专 》 。 此后 的

一

年 多
， 《考 古通 讯 》 连续发 表 多组 文 章 ，

议题包括
“

厚 古薄

今
”

，

“

大跃进
”

批判
“

白 专道路
”

、

“

反右 派
”

等 问题 。 而在 文物

局领 导 主办 的 《文物 参考 资料 》之 中 ，
则 自 １ ９５７ 年秋 即 开始

较 密集 的 文博界
“

反右派
”

宣 传 。 这 些现 象在
一

定程度 反映

了 当时 的形势 。

？常 怀颖 ： 《 以权达变 ：

＜考 古学研 究工 作 十二 年远景规

划 草 案 

＞
的 落 实 与 执 行—— 中 国 考 古 学 发 展 规 划 研 究 之

三 》 ， 待刊 。

？ 以 《曾 昭 燏 日 记 》及方 向 明 先 生提供 的 信 息 ，
目 前 至

少 南博 、浙江省 文管会都制 订 了 自 己 的长远规划 。 故 宫博物

馆也 制订 了 自 己 的长远规划 。

（
责 任 编 辑 ： 周 广 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