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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 2002 级考古班 



发刊词 
 

博者，广也。考古天地，广阔无穷。探索人类起源，知

晓文明传承，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考古人为之奋斗，矢志

不渝。源于对考古的向往，我们成为了新一代的考古人。继

承前辈大师们的优良传统，年青的我们，也想为考古学略尽

一份绵薄之力,创办《博苑》，只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关

注考古。 

创刊伊始，年青的我们没有能力独立撰稿，便邀请了我

院资深教授蔡凤书、方辉老师为我们撰写文章，同时同学们

搜集资料，整理编定而成。资金的缺乏，经验的不足，肯定

会使这份刊物存在不少瑕疵，但我们衷心希望，凝结了历史

文化学院考古学 2002 级所有同学心血的这份刊物，能得到大

家的首肯。刊物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在此，也对关心支持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刊编辑部 

                      2003.11.28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本报讯）10 月 26 日---29 日，由山东大学、山东省文化厅、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

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 ”(I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Development 
Societies in Easternchina)在我校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

加拿大、德国等国的 80 多位考古专家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先生、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文德

安女士、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周艺先生、山东大学副校长王琪珑参加

了会议并为大会致辞。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中国东方古代的文明化进程。主要探讨东

方文明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及东方文明本身的特点。山东大学东

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高广仁教授、山

东省考古所张学海教授分别以“海岱地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淮系文化新说”和“海岱文明的再思考”为题，为大会作了主题发言，

介绍了海岱文化区及淮系文化的产生、发展、鼎盛直至与中华文明融

为一体，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的复杂过程。与会学者、专家

还就东方文明进程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赴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齐

故城博物馆和桐林考古发掘工地等地考察。 
      

本次大会的召开，表明中华文明起源越来越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

重视，中华文明的理论问题、文化进程问题，都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

广泛兴趣。同时，本次会议对于促进中外专家合作交流，开展多角度、

多侧面、多层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唐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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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历史系从 1954 年开设了《考古学通论》的课程，主讲教师是己故的刘敦

愿先生。但是这门课时断时续，用刘敦愿先生的话来说，一来了政治运动，考古

学就得让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考古学被视为“厚古薄今”的代表。 

  1960 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大学，按照当时系主任蒋捷夫先生的

愿望是让我配合刘敦愿先生加强文物室的管理，待条件成熟的时候组建考古专

业。可是 1960 年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最艰苦的时刻，食物短缺，资金匮乏，现

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那时连饭也吃不上的困难。考古学自然靠边站了，我被下放

在本校代食品加工厂劳动。我在那里劳动了八个月后，有一次成仿吾校长到厂视

察，他得知我是考古学科班出身，立即告诉陪他视察的校人事处的干部，马上停

止我在工厂中从事学非所用的劳动，叫我第二天回系，这是 1961 年夏天的事。 

  自 1961 到 1966 年我和刘敦愿先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直没有放弃对考古

学执着的追求。这期间我们多次调查济南市大辛庄和章丘龙山镇及平陵城等遗

址；常常到泰安大汉，采集标本；还根据一幅古画发现了著名的胶县三里河遗址，

成为考古学界的佳话；在滕县岗上村和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进行了小型发掘，我

们还到日照、诸诚、高密、五莲等地参观考察，事后都写了报告，大部分在考古

学刊物或本校《丈史哲》发表。由于基本上没有经费来源，我们进行野外调查常

常是拣最便宜的小旅馆住，甚至于有时不得不住在澡堂，以节约那少得可怜的差

旅费。1961 年在滕县岗上村发掘时往往以煮熟的豆饼充饥。条件虽然艰苦，但我

们矢志不移，苦中有乐，乐而忘返。现在山东大学博物馆有些珍贵文物就是在那

几年搜集的。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教师们毫无例外地受

到了冲击；文史楼二楼的文物室成了造反派们审讯“牛鬼蛇神”的地方，文物散

乱，丢失严重，一片凋零。到 1970 年山东大学文科迁移到曲阜，在装箱托运过程中，许多文物再次散失，

满目疮痍，令人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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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年年底情况有了好转。这年 12 月中旬在济南市召开了一次全省的文物工作会议，会上由“省革

委”负责文教部门的军代表宣布决定：在山东大学成立考古专业。我回到曲阜将这一决定如实向领导汇报，

学校的领导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决定毫无思想准备，临时指定由刘敦愿先生和我为主，并把在校负责摄影

的李兆年先生调来组成了考古学教研室。因为 12 月到来年春天新生入学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夜以

继日的作各种准备，寒假和春节也没有过好。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真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多年的愿望

即将实现，刘敦愿先生幽默地用样板戏“沙家浜”的一句台词说：“沙奶奶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担心的是

我们教学的力量太单薄，弄不好岂不误人子弟？我和刘敦愿先生即使是连轴转也只能在一学期担任四门课。

怎么办？我们只好到各地请救兵，1972 年我们请了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现在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

席科学家)，到北京图书馆约请了徐自强先生，南下徐州借调了阎孝慈先生，在山东省博物馆聘请了张学海

和王恩田二位专家。摄影课由李兆年先生担任，

测量课请了本校数学系的教师授课。这一年虽然

磕磕绊绊，但总算是“功德圆满”。不但完成教学

任务，而且还在泗水尹家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田

野发掘实习，这次实习巩固了课堂知识也锻炼了

实际技能，教师们通过发掘为进一步认识和研究

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奠定了基础。80 年代我们又

对泗水尹家城实施连续发掘，获得巨大成功，被

列入“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1990 年出版了《泗

水尹家城》一书，在国内外得到一致的好评。



70 年代中期，我们陆续从各地或本校调进教

师，同时派于海广等年轻教师到北京大学长期进

修，叫宋百川先生作短期学习；我本人也不断到北

大和考古研究所“充电”。到 1976 年山东大学全部

搬回济南的时候，考古学教研室已经有七位教员

了，基本上克服了捉襟见肘的局面。当时在社会上

有句流行的话是“少花钱，多办事”。我们是“不

花钱也办事”，我们没有实习经费，只好随同山东

省博物馆以及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外出

发掘实习。这期间我们发掘了泰安大汶口、日照东

海峪、临淄桓公台和河崖头、兖州王囚等重要遗址。

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受到考古研究所专家们的赞

赏。教师们既摸索出一套教学法，同时也在掌握新

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一批高质量的论文，为国内考古

学专家们所瞩目。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科学

研究也迎来了春天。我校考古学专业同其他学科一

样在 70 年代末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教研室的

专业教师和教辅人员最多时达到十六人，各门课程

的开设都可以独立进行，建立了教研室的陈列室和

实验室，有自己的库房，一切都开始正规化。到 80

年代中期已经开设十几门专业课，而且有了硕士

点。教师们出版的教材和专著有十三部之多。《考

古学通论》被十八所大学采用为教材。独立发掘的

遗址从过去的“单打一”发展到“全面开花’。这

期间我们在邹平县丁公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同时在

泗水、宁阳、枣庄、莒县、临沂等地进行研究。90

年代在邹平丁公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方城址被

评为 1992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2 年发现

全国首例“龙山陶文”轰动世界，也并非偶然，这

是考古专业全体师生长年坚持不懈努力拼搏的结

果。1995 年在长清仙人台遗址发掘成果巨大，这次

发现的六座西周时代贵族墓葬出土大批青铜器、陶

器、玉器、石器和骨蚌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

上乘，尤其是周代的列鼎和有铭文的青铜器，是我

省首次发现，被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996 年在长清县双乳山发掘的巨型汉墓，气势恢

弘，和 60 年代在河北省满城发掘的汉代刘胜夫妇

的崖墓媲美，这是一座西汉时代王族墓，该墓的出

土品 1998 年在日本山口县展出时受到热烈欢迎。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5 年开始考古教研室的部分

教师还和美国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威斯康星大学以及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

在日照市实施“区域系统调查”，这个调查队的正

副队长分别由我和美国的文德安博士担任，队员都

具有副教授以上的职称，平均年龄 43 岁，五年来

我们的足迹遍及以两城镇为中心的 500 多平方公里

的土地，到目前为止发现古代遗址 700 多处，其中

仅龙山文化遗址就有近 300 处，取得的成绩是空前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中国和美国杂志上发表后，

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重视。自 1998 年起我们又

在两城镇进行了局部发掘，我们期待着更大的成

功。 

  现在我们这个专业已经建成了考古学系，有了

博士点，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学者在成长，这是几代

人努力的结果，我从内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毛泽

东同志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回顾山东大

学考古系产生的前前后后，我深刻体会到只要国家

的政治安定，政策对头，再加上同志们有团结一致

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

达。我还想引用毛泽东同志在一首词中写到“风物

长宜放眼量”的话。我们今后的任务仍然艰巨，来

不得半点懈怠。 

  回顾这段历史，作为镜鉴，以此和年轻的朋友

们共勉。 

 

2003 年春,我校考古系 00 级本科学生在方辉教

授的带领下,在大辛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实习,发现了

一大批重要的商代遗迹和遗物,并首次在殷墟外首

次发现甲骨．这批甲骨共有 34 个甲骨文字，提到

了 3 种祭祀，大辛庄甲骨文是在殷墟之外第一次出

土商代卜辞，是甲骨学史上具有界标意义的重大发

现。上述发现，将对甲骨学、商代考古和历史研究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新的族

徽文字；为山东地区商文化的分期提供新资料；03

年大辛庄考古的主要收获是进一步揭示了上古社

会的庐山真面：大辛庄遗址全盛期是二里岗上层至

殷墟二期，面积超过 730 万平方米，是一处地区文

化中心，这一发现对以后研究大辛庄以及周围的古

文明将有重要意义（编者注）。 

 

 

 



从考古学看环境保护 
方辉 

 
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

一问题。只不过，在长达三百多万年的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人类更多地是依赖自然，受到诸如地形地
貌、气候、植被等多种环境因素的制约。到了大约
一万年前，在世界上主要文明区域，采集、狩猎经
济逐渐为定居农业所取代。定居农业的出现，使人
类基本上做到了衣食无虞，并且出现了剩余产品。
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人类进入了以等级和阶级为
特征的复杂社会，即酋邦和国家社会。社会组织规
模的扩大，又反过来大大增强了人类开发自然、征
服自然的能力。粮食种类的增加、良种(包括家畜
家禽)的培育，尤其是大规模灌溉农业的发展，使
得人口数量猛增，在局部地区达到极致——有限的
土地已经不能满足人口过快增长的需要。我国的考
古发现表明，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人

口的发展大约在 4500 年前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分布的密度几
倍甚至十几倍于先前的文化遗址。在某些区域，属于这两个文化的遗址的密度甚至比现在的
村庄还要大。这时的人们还发明了水井，可以到远离河流的地区去生活。种种迹象表明，人
类对土地的利用已经达到了极限。水井的发明，与其说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不如说
是人类对已经变化了的自然的适应。 
    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高峰。高耸的城墙、威严
的祭坛、神秘莫测的玉器、鬼斧神工的蛋壳陶器等等，可以作为它们的代表。但不要忘记，
这些文明成就都是建立在以“刀耕火种”、对自然高度破坏的基础之上的，人们迟早要为自 
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到了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晚期，上述地区出现了文明衰退的趋势。遗址的密度降低了，
人工制品也趋于粗糙。到了距今大约 4200 年至 4000 年，良渚文明和龙山文明最终走向末
路。文明失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区域性、表现非常原始的落后文化。而遗址的密度，不
及前者的十分之一。我曾经用战争引起的民族迁徙来解释龙山文化晚期的衰败，有的学者则
试图用“洪水”解释这一文化现象。现在看来，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在生态环境方面。洪水
和战争只不过是生态失衡带来的结果而己。 
    上述的结论是建立在我们的考察和研究基础上，目前尚需要更多的论据，尤其是生态方
面的证据。考古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需要多学科的参与。 
    人类和自然是一个系统。系统内的一个方面出现变化，必然会引起另一方面的反映。当
一方发展到极致，便预示着系统的崩溃。“人定胜天”的口号虽然豪迈，但却忽略了“天”
对“人”的反作用力。历史和现实中的例子已经很多。愿我们携起手来，为创建一个绿色 
地球而并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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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一门大学问。 
近代意义上的考古有一个来世纪左右的时间，在中国这个时间则更短，大约在 70 年，

经历过三四代学者的努力，比如说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贾兰坡等等诸位大家。 
中国在考古学方面把中国分为六大区 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

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 晋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

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以洞庭湖与四川 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

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而这么大区

东方、南方、东南方;面向欧亚的三大

就中国和世界古文化，广义的北方中

东南沿海和中西南地区则与环太平洋和东

都带有西方色彩，琉璃器及铁器这些因素

来的，这就将中国和欧亚大陆连起来了。

表现为段石钺、突出眼

中同类因素可能有渊源

中国有超百万年的

河畔，那里有上百米厚

有100万年前的东谷坨

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

流。 

考

古  

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在于世

要思考人类要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民族传

的关系等等。这是全人类的问题，也是考

中国考古学在几十年中得到了长足发

成就，例如四川盆地的三星堆窖藏，中原

化等等。为世人瞩目，但我们应看到它的不

更多的证据存在争议，国外有“中国有敦

就需要考古界的努力。 
综上所述，中国的考古有辉煌的过去

                                 
 

系，又可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即

块，即北方、中原和西南部。 
的大西北联系着中亚和西亚，大东北联系着东北亚，

南亚、南亚次大陆联系广泛，源于草原文化的因素

在中、西亚是周人和秦人把西方这些因素带到草原

而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关系则突出

睛部位的神人的艺术风格等因素与环太平洋诸文化

关系。 
文化根基，其证据在渤海湾西侧阳源县泥河湾桑干

的黄土堆积，顶部有一万多年的虎梁遗址，底部则
文化。他们代表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文化的一头一尾，

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

界接轨的同时必然也要面向未来，实现古今接轨，

统与 现代化的关系，人与自然

古学 要长期探索的问题。 
展，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

的仰 韶文化 、山东的龙山文

足， 例如元谋人的年代缺乏

煌但 没有敦煌学”的说法。这

，有更辉煌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材料均摘自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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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瓷器发展简述 
   汝窑因地处汝州而得名，汝州位于河南腹地，嵩山和伏牛山相间的丘陵地带。

历史上河南瓷业发达，各地窑口都为汝窑的创烧有着积极的影响。 

     到了宋代，农业技术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瓷业比以前更加昌盛。汴

京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加促进了河南地区瓷业的发展。汝

窑的工匠在这一时期，发挥其独特的智慧，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刻、划和印花

青瓷，汝窑瓷器从北宋初年就已问世。 

北宋晚期徽宗大观时，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宫廷垄断

时期，由于宫廷用器不计成本，以玛瑙为釉，使釉色光亮莹润多变。由于宫廷垄

断之汝官器产量有限，传世甚少，其产品质量及其釉色，这个时期应为鼎盛时期

金元时期，汝青釉制品仍继续生产，但已失去了北宋时精湛的工艺技术，釉色混

浊，器胎粗厚，造型简单，不太注重装饰，与“名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称誉大

不相称。 

     总之，汝窑由宋初创烧，经过演变与发展，到了北宋晚期曾一度为宫廷烧制

御用品，进入黄金时期。而到了金元时期，虽有恢复之举，然已达不到宋汝之传

统瓷艺，技术失传，生产大降。元末已至尾声，明代则全部停烧。汝窑前后共经

历了三百多年的历程，其间烧制出一批精良作品，在中国青瓷史上独树一帜。 
            
 

 



浅谈甲骨与古文字 
    

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图形文字，甲骨文，金文，古文（包括石刻文，竹简，帛

书，陶文，古玺文，货币文等）,秦篆，汉隶及楷化以后的汉字的过程。汉字的源头即是图

形文字，以后逐渐成熟。 

图形文字是一种带有浓厚模仿性的文字，图形简明而又惟妙惟肖。如“万”字，就以蝎

子之形象征，以它表示数量之多，取义于蝎子的繁殖力特别强。再如“重”字，字是一个人

正吃力的背着一个状如口袋的东西，弓着背，用以表示物件之重，字的构造，就很有理性了。

关于图形文字，认识并不很多，争论也比较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发展到甲骨文阶段，文字便成熟了很多。甲骨文是我国三千多年前商王朝晚期盘庚迁殷

至帝辛亡国二七三年之间的遗物。题材面较窄，多限于卜噬之用。甲骨文的字型比较多样，

由于刻在骨或甲上，线条较刚硬。当然，我们仍可得出许多字的感性认识。如

“ ”:甲骨文“祝”字，从“示”从“兄”，象人跪于神主之前有所祷告之形，

字或省示。《说文》：“祝，祭主赞词者。再如“ ”象飘带，中间之口，

应是一方形箱子，四面标明方向。故甲骨文“中”字，象风向标，可随风向转动，而立柱恒

居中央而不动”。再如 “ ”象以斤断木之形，即“折”字。斤，古人用以砍斫木

头的横刃斧子。再如 甲骨文牛字，象牛头形。  再如   象人张口吹

气。当然，研究甲骨文的大师也是很多的，如“甲骨四堂”、董作宾、于省吾、徐中舒等。 

文字发展到金文阶段，内容更加丰富，造型也更加成熟。金文的字体就比较优美了，增

添了许多浑厚。但是由于讹传，金文的许多字已经体现不出当时造它的本意来了。再发展到

古文，篆书阶段，就更加成熟了。篆书时，字形就十分优美了。圆润细致，落落大方，可以

说达到了古文字发展的最高峰。在其后出现的汉隶，是古文字与现代字的分水岭，与现在的

汉字已基本相同。 

关于古文字，以上只是一点浅薄认识，期待与各位同学的共同探讨。 

                                                             (刘青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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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物是古代人类遗留下来

的各种生产工具、武器、日用

器具及装饰品等。也包括墓葬

的随葬品和墓中的画像石、画

像砖及石刻、封泥、墓志、买

地券、甲骨、简牍、石经、纺

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一

般而言，遗物都经过人类有意

识的加工和使用,未经人类加

工的自然物,也必须与人类活

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

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

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

等。遗物的分类方法较多，按

其材质可分为石器、陶器、骨

角器、金属器、玉石器等；按

用途分则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随葬品等。

一种遗物之下则可按类型学方法分为若干

型式。 
  遗物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因而它们

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和生

活的情况。由于地域、时代与民族的不同，

各种遗物的用材（石、木、陶、金属──青

铜与铁等）、制作方法及其形制、风格亦各

不相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

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考古学对人类所遗留

下来的各种遗物的研究，不应仅限于类别、

类型的研究及年代的鉴定和用途的确定，而

是要通过对遗物的研究去了解人类古代社

会的社会生活、生产技术水平及文化面貌。

同时，既要研究同一时期各地区人类社会间

的相互影响与传播关系，也要注意人类社会

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与规律。 

迹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痕

迹。包括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窑藏及

游牧民族所遗留下的活动痕迹等。其中遗址

又可细分为城堡废墟、宫殿址、村址、居址、

作坊址、寺庙址等，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经济

性的建筑遗存，如山地矿穴、采石坑、窑穴、

仓库、水渠、水井、窑址等；防卫性的设施

如壕沟、栅栏、围墙、边塞烽燧、长城、界

壕及屯戍遗存等也属此类。 
  由于地域、时代及民族的不同，遗迹的

面貌也各不一样。就新石器时代的居址而

言，各地居室的形式与营建方式各不相同,
山区有洞穴居址，沿海有贝丘遗存,湖泊沼泽

地带则有干栏式建筑，平原地带如中国的黄

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盛行粘土木构建

筑居室或半地穴居址等。其他如城堡建筑，

古代墓葬，包括帝王贵族陵墓的各种埋葬

坑，诸如人殉坑、兽殉坑、车马坑等，也都

显示着地区、时代及民族的各自的独特风

俗、风格。 
  一般地说，遗迹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加工

的，因而能够反映当时人类的活动。遗迹是

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居址能够

提供关于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

状况方面的完整的、重要的资料，据此可以

阐明这一遗址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特征和内容。发掘古代墓葬，可以研究不同

种族的体质特征，了解古代埋葬风俗及墓葬

形制；同时通过随葬品可以了解古代工艺水

平及社会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情

况。通过各种遗迹及遗物的综合研究，对于

了解古代社会的发展史有很大帮助。 

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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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蒋岚)

什 么 是 遗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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