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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世

人公认的常识，但在尚未形成系统认知的

儿童的意识里，这可能就是一句空泛的概

念。

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有必

要。这套“考古学家带你看中国”丛书，由5

位具有一流学术背景的当代中国著名“考

古人”，利用一手发掘的材料，图文并茂，简

明扼要地讲述近年来几大遗址的考古成

就，目的就在于“让孩子看懂纯正的考古成

果，探知遗址背后的文明起源”。

这 5 位考古学家分别是：冯时（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浙江大学艺术与

考古博物馆馆长、良渚古城遗址发现者及

发掘主持者）、栾丰实（山东大学考古系教

授、龙山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宏（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以中国》

作者）、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三星堆遗址5、6、7号祭祀坑发掘负责

人）。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陈列作者的头衔，

是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知道这些作者的

分量。这5位作者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考古学

的半壁江山，他们以大学者的身份来写这5

本小书，分别对应天文考古、良渚、龙山、二

里头、三星堆5项意义非凡的考古成就，上

观天文、下察地理，通过古老的物质遗存追

溯中华文明的源头，探寻“中国人何以成为

中国人”的答案。

在《我们的文明古老到多久》里，考古

学家“从文字和星星看我们的文明”。原来，

汉字的造字法就藏着古人对天象的很多感

知和认识，正如《易传》中的“见龙在田，天

下文明”所指示的，文明来源于天文，来源

于观象授星。夜观星象、昼察日影，天文学

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从西水坡墓葬等遗址

发现中，我们探知先民眼中的宇宙与四时，

从而理解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及由此衍生出

的处世哲学。

在《良渚》里，我们知道了“五千年前，

世界上最大的城在这里”。良渚文化是中国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

化。它有非常发达的农业，以水稻种植为

主，还有非常发达的手工业，出土了大量玉

器、陶器和石器，大量的墓葬礼器表明了古

良渚人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层级，城墙内的

繁华古都和城外惊人的水利系统则证明了

良渚文化曾经的发展高度。

在《龙山》里，我们重返“夏朝之前东夷

文化的鼎盛时代”。如果说良渚文化已经进

入古国，到龙山文化这个阶段，古国就进入

了一个高级发展阶段。社会分化为不同的

阶层和阶级，以棺椁、玉器和薄胎陶器为载

体的礼制逐渐成熟，文字也有了新的发展。

龟灵崇拜的文化传统在海岱地区延续了

2000多年，并被后来的商人所继承。

在《二里头》里，许宏向我们介绍“最早

的中轴线孕育最早的中国”。从黑龙江黑河

穿越中原抵达云南腾冲的这条“胡焕庸

线”，其左右两侧在新石器时代都有辉煌的

文化，东北和西南这两大板块的交会地带

出现了最发达的王朝文明，也即“中原崛

起”。

在《三星堆》里，我们领略“青铜时代的

辉煌”。原来，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跟西

方的铸造工艺存在很大差异，西方人常用

的是锻打法和失蜡法，而我们用的是更加

复杂的模范法。三星堆所在的四川盆地，东

南西北连接着几大文化圈，拥有着强大的

沟通远距离文化和资源的交流能力，所以，

不同的原料、技术、风格交融为一体，留给

后人许多待解的谜题。

丛书系列中每本书的最后部分，是 5

位作者的小传，略述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和

工作生涯，以期对孩子们产生“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的榜样作用。这5本书，不仅适

应儿童的需求，它们所包含的历史知识和

人文精神，是值得所有人去阅读、去感知

的。唯有如此，才能像“中国考古学之父”李

济所讲：“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立在真

实可靠的历史之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

知道我们族群的由来，才能真正拥有民族

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大约十几年前，强雯偶然看到朋友满

屋子的陶俑、瓦当、古砖、青铜器等，顿感震

惊。更主要的是，朋友介绍这些器物时滔滔

不绝、神采飞扬，令她心悦诚服，从此也开

启了她个人的博物之旅。自那以后，强雯常

常利用周末或借工作便利，有目的地进入

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湖北等地的博物馆

观摩文物、做笔记、写心得。强雯坦言：“陶

俑、瓷枕、青铜尊、青铜爵、香炉、堆塑罐、碑

刻……在我眼前不再是无关之物，它们是

‘资治通鉴’的另一个渠道。”

一般人参观博物馆里的那些文物，脑

海里最容易与市场价值联系起来，如哪件

文物拍出了天价，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彰显

文物的价值。也正因如此，参观知名博物馆

时，看镇馆之宝成为一般游人的习惯性选

择，但强雯寻访博物馆和古物的脚步有别

于常人。虽然她的笔下也会涉及一些重点

博物馆的重量级文物，但本书的侧重点却

是那些散布乡野、得到的关注和保护较少

的文物，有的甚至直接散落于杂草丛生的

田间地头，如涪陵雨台山的清代残碑。强雯

不知疲倦地寻访文物，以亲眼目击的方式，

近距离感知细节信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

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架起一座文化桥梁。

开篇《尊贵的尊》一文意趣横生。尊，是

一种盛行于商至西周，以青铜材质打造的

贵重礼器。礼，是历史上权力合法性和社会

秩序的象征，承载礼器的物品必须足够贵

重，哪怕大多没有实际工具价值。作为礼品

的尊大体有两大特点——用料贵、制作难。

春秋时代后期，随着冶炼技术的日臻成熟，

工匠水平的提升与技艺的普及，尊的发展

呈现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方面，尊开始跌下

神坛，数量日多，形制日益世俗化；另一方

面，为捍卫尊的贵重，工匠越发精益求精，

在追求造型奇异上绞尽脑汁，三峡博物馆

镇馆之宝鸟形尊甚至镶嵌了绿松石。随着

岁月变迁、光阴淘洗，尊逐渐进化成“尊贵”

的形容词，从具象升华为抽象，最终以文化

基因的方式深嵌于社会生活细节之中。

有的文物则天生自带浓郁的生活气

息，比如釜、油灯、香炉、瓷枕等。这些生活

用具，有的因历史事件，凝结成新的文化符

号。巨鹿之战中，项羽领兵渡河，为示死战

志向之坚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

三日粮”，这便是成语“破釜沉舟”的由来。

由于资源稀缺，“省油灯”从开始成为衡量

工匠水平的重要标志，后来衍生进化为今

天的含义。

强雯的博物之旅全凭个人喜好，因为

是自发游走，所以强雯的寻访方向与距离

远近、兴趣偏好与知识侧重，影响了博物信

息获取的结果。在她走访的众多博物馆中，

有那些闻名遐迩的知名博物馆，更多的则

是一些门庭冷落的县（市）级小型博物馆。

因其地理分布的原始性，小型博物馆的文

物更利于深挖文物背后的原始信息。像古

塔、墓群、碑刻等，千百年来，至今与民共

生，有着浓厚的烟火气息。

同许多访问博物馆的游客为了猎奇一

样，强雯也怀有这样的“俗”。涪陵白鹤梁水

下博物馆堪称一绝。透过水下玻璃，可见古

人曾以在石头上标刻画线的方式记录水文

信息——“现存的165段枯水题刻中，涉及

水位观察的有108段”；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轿夫一定是男性，而在铜梁明代石刻中，却

出现了特殊的四人女性抬轿俑。探寻史料，

强雯发现闽南一带民风开放、不拘礼法，

“并不强行裹足，闽南妇女以轿夫为职业的

不在少数”，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取福

州女轿户’到南京服役”；又如各地出土的

摇钱树形状五花八门，但它们所承载的致

富梦想却是一致的……这些“俗”故事，令

我们普通人读起来兴味盎然。

如果考古是文化求解，那么博物馆摆

放的那些文物有时像是答案，有时又像是

一知半解的提示，有时还像是坐等未来智

者破解谜底的疑团。文物如同一个取之不

竭的文化宝库，读懂文物背后的深刻内涵，

才可能真正领会一件件文物的真正价值。

读后，我突发这样的奇想：我们正在经历的

当下，未来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成为博物馆

里的文物呢？

近年来，“博物馆游”日益成为大众的

新宠，每逢节假日，各地展馆游客摩肩接

踵。一座座博物馆，宛如历史长河中熠熠生

辉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置身其间，

时光的纵轴静静铺展，向前，可以追溯先辈

们的生活与智慧，探寻我们从何而来；向

后，能够畅想未来世界的奇妙模样，洞察我

们将去往何处。

“90 后”博物馆人李翔、一森的《博物

馆简史》以时间为轴，由“起源与探索：18

世纪中期—1914年”“发展与演变：1915年—

20世纪50年代”“危机与展望：20世纪60年

代—21世纪”3个篇章构成。作者用社会学

的深邃眼眸、艺术史的浪漫笔触以及人类

学的广博视角，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了

18世纪以来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程，通过

解读建筑风格与展陈方式变迁，力图还原

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沿着历史的脉络回溯，在文艺复兴时

期，博物馆曾是乌托邦式的“知识神殿”，好

似智慧的灯塔，汇聚着人类的知识结晶。战

争期间，它又化身为“精神庇护所”，为人们

在战火纷飞中提供心灵的慰藉。而随着时

代的演进，它逐渐转变为纯粹的“白立方”

艺术空间，成为城市的“地标”与“名片”。该

书以敏锐的笔触勾勒出了这一演变轨迹，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博物馆在不同历史阶段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入21世纪后的20

余年里，中国博物馆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趋势……许多国内外藏家也希望通过建立

私人博物馆和艺术中心向公众展示自己的

收藏，他们成为新兴而强有力的民营博物

馆力量。”虽然在不断地“变形”和“进化”，

但博物馆传递文明薪火的使命从未改变。

书中，作者基于自身丰富的博物馆从

业经验，结合扎实的理论知识，探讨了博物

馆的诸多方面。从早期的文物看守者，到如

今创意无限的创新者，策展人的职责不断

拓展。他们不仅是展览的执行者，更是艺术

理念的传播者。而在博物馆建筑方面，从传

统的追求宏伟壮观，到如今注重内部功能

需求，则反映出博物馆功能定位的变化。譬

如柯布西耶的“无限生长博物馆”理念，展

现了建筑与功能相结合的创新尝试，虽饱

受争议却意义非凡。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

点是，如果有朝一日博物馆需要扩建，其黄

金分割的比例、几何的建筑外形和标准化

的内部设计可以使其轻易实现扩建而不破

坏本身的形态，从而使博物馆“无限生长”

成为可能。

该书还深刻剖析了博物馆当下所处的

境遇。在全球化、快节奏的时代，博物馆既

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又面临着诸多挑

战。一方面，它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文化

打卡地”，人流量剧增；另一方面，却也遭受

定位和价值观的质疑。如何在商业与艺术、

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找到平衡，是

每一个博物馆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殿

堂，它们以独特方式对抗着时间洪流与现

代社会的浮躁。我们为什么要逛博物馆？绝

非只为了打卡拍照，而是为了开启一场穿

越时空的灵魂之旅。诚如本书序言中所写：

“日常生活在快速消费品、短暂的名人效应

和虚拟世界的相互作用中起伏，博物馆中

的珍藏体现了持久的价值观和集体记忆，

它似乎创造了一个远离当代社会复杂性和

释放压力的地方，那些真正的杰作为安静

的沉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宁静空间。”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家犹如勇

敢的探秘者，孜孜不倦地梳理文明的碎片，细

心解读着岁月的密码。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文

化国度里，二里头遗址犹如熠熠生辉的明珠，

镶嵌在黄河之滨，静候着世人的探访与解读。

每项重大考古成果背后，总有一群甘于

奉献的基层考古工作者。他们虽处于聚光灯

之外，但这些人的付出与贡献却是支撑起这

一片学术天地的坚实基石。《我在二里头考

古》一书，正是对这些基层考古工作者的深情

礼赞。本书深刻剖析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与心

灵历程，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不为人知的努

力与坚持。作者张飞，是著名考古学家许宏的

学生。他以3次亲历二里头遗址的实习经历

为基石，铺就了一条通往考古工作环境的道

路。张飞的在场式写作既细腻又生动，将枯燥

的考古工作转化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让读

者仿佛置身于尘土飞扬的挖掘现场，在每一

次铲土中、每一块陶片中感受泥土的芬芳和

历史的厚重。

这本书并非传统的考古学术著作，而是

一本极富感染力和亲和力的访谈录，带领我

们走进考古人员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张飞通

过访谈录的形式，记录了15位与二里头遗址

发掘、研究、宣传、保护相关的亲历者的口述

历史。这些受访者包括亲手从泥土中剔出器

物的特级技师、描摹古物的绘图高手、第一件

青铜爵的发现者等。他们的年龄从20多岁到

70多岁不等，话题涉及的时间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至今。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基层考古

工作者的视角出发，通过一系列真实的访谈

记录，展现了那些在考古现场挥洒汗水的普

通人的生活、思考与情感。张飞用一种鲜活而

又感人的方式，让我们了解那些在考古工地

上辛勤工作的普通人的故事。

书中详细描述了每位受访者的亲身经历

和感受，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黄土色

的考古现场，感受着每一次铁铲插入土中的

紧张与期待。例如，书中提到的郭振亚，他在

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现了第一件青铜爵，这

一发现对于整个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郭淑嫩作为一个土生土长

的二里头人，在二里头耕耘已有30多年，从

一个农民变成一个样样精通的考古人；从上

世纪90年代起，郭万仓就在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工作，并负责夜

晚考古工地的安保工作，尽管他的名字可能

不会出现在任何一篇正式发表的研究论文

里，但他的存在却确保了每一次发掘活动能

够顺利进行……这些故事不但生动描绘了这

些幕后英雄的辛勤与执著，同时也揭示了他

们背后的辛酸与不易。他们是连接古今的桥

梁，用自己的双手触摸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

的文化脉络，让后人得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

己的根在哪里。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普通的基层考

古工作者们作传，可能是继石璋如《殷墟发掘

员工传》之后仅有的一本。其实除却考古学

家，基层考古工作者尤其是技工们，是考古工

作中最不可缺席的群体。无论是发掘、整理、

文物修复、绘图、拍照，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

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才是主力，可是在学术

史的回顾中他们的角色却是长期缺位的。张

飞的书就弥补了这样的缺憾。

通过这本书，张飞特别强调了这些基层

考古工作者的贡献。虽然他们大多没有显赫

的头衔，没有深入人心的学术成就，但他们的

工作对于考古研究的推进至关重要。在很多

时候，正是这些人用手中的工具一点一点地

挖掘、记录、修复，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那些历史遗迹和文物。

大学者写给小孩子的考古科普书
■ 林颐

“考古学家带你看中国”丛书

冯时 许宏 刘斌 栾丰实 黎海超 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品方：活字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ISBN：9787513678162

我们为什么要逛博物馆？
■ 刘学正

《博物馆简史》

李翔 一森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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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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