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时间之海 叩问田野厚土（下）
名人大讲堂“考古季”书单发布

一度非常冷门的考古学，当下受到的大众关注度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对考古有浓厚的兴趣。但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
本身是个艰深、专业的现代学科。考古报告专业性极强，术语琳琅满目，并不都适合大众阅读。

在考古学家齐东方看来，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
会历史的学问。它的特点是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最大魅力在于“发现”，“其实考古读的也是书，读的是地下遗迹，是没有文字
的书。通常的书，要先学会认字，而读地下的书则要先懂得发掘，懂得如何寻找和获得这本书。”

对于非考古专业的普通爱好者而言，考古专业的门槛，也是一座大山。好在有一些在象牙塔里的专业学者，在考古学“科
普”的道路上一路前行。他们摸清考古学普及读物的写作门径，愿意将专深的考古报告、学术研究，进行一定的表达转换，做到
专业性和通俗性兼得。这样一来，我们作为非考古专业的读者，也能有机会穿越时间的废墟，漫步在历史的广袤田野，乘坐时
间穿越之舟，阅读历史遗迹大书。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作者：［英］魏泓；译者：王东

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1年3月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横跨欧、亚、非
三大洲，穿越了沙漠、草原、高山和江河
湖海，数不尽的物质和文化在其中诞
生，形成了璀璨的丝路文明。作者从中
拣选了十件古物，将它们的故事娓娓道
来，不仅展现了物质的工艺和形制、主
题与纹饰，也讲述了人与物之间错综复
杂的联系：是谁创造了物质？谁带着它
们跨越山河？谁将它们视为珍宝、奉为
圣物？它们被谁遗弃，又被谁从层层黄
土中发掘出来……物质与其背后的人
和社会相互影响，不同的文化彼此碰
撞、交融，经济、制度、技术和思想在传
播中不断发展和演变，这一切都融汇成
了一部生动的丝路文明史。

《古代中国内陆：景观考古
视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峡和
长江中游地区》

作者：傅罗文、陈伯桢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4月

本书结合四川盆地、三峡和长江中
游地区大量前沿考古成果，从景观考古
的角度深入剖析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
国晚期这些地区内部的发展与变化、地
区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三峡地区受
到特别关注。它位于四川盆地与长江
中游两大政治中心之间的政治边缘地
带，但两位作者突出了三峡地区在经济
景观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它在整
个区域的食盐生产与贸易活动中的枢
纽地位。资料详尽、理论前沿、考证深
入，是一部聚焦长江中上游地区考古的
集大成之作。

《从大都到上都》
作者：罗新

新星出版社 2017年11月

53岁的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做了
一件他惦记了15年的事——从大都徒
步到上都。他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
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
黑谷，越沙岭，一步一步用脚丈量了450
公里的河山，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
郭勒盟正蓝旗。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这
是一条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往复的
路。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是
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
通要道。这条路是沟通长城内外、连接
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历史走廊，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我，作为
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
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罗新在《从大都
到上都》中的自我发问，成为了他坚持走
完这段艰辛旅途的终极动力。从书斋里
走出去，感受风物，看见“物”，听到“风”，
遇见活生生的历史变迁。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 蒋瑞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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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灵光殿到武梁祠：两汉之交帝
国艺术的遗影》

作者：缪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年10月

战国至汉代的数百年，是中国绘画传统的
“轴心时代”。其发生、发展、确立的过程，仍是
一个未被讲述的故事。本书是浙江大学教授缪
哲写作计划中“中国绘画传统的诞生”三部曲之
第一部，它所呈现的是绘画传统在两汉之交确
立的经过与制度机制。通过辨认、撷取山东平
民墓葬画像中的“皇家因素”，缪哲对汉代新兴
的帝国艺术的基本轮廓，作了可信的复原，并探
讨了其背后的政治、礼仪及意识形态动力。

《溯源中国》
作者：许宏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3月

所谓“溯源中国”，也就是追溯早期中国及
其缘起的脉络。在这本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立足于中国的发轫期，
以宏观的角度阐释了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早期
中国形成、发展，以及在世界文明中不断演变
的过程。全书配有彩图、线图、说明表多幅，既
专业又具有可读性。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
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感知早期中国的独特魅
力，还可以把握许宏二十年学术思想的演变轨
迹以及考古学界几十年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成果与纷争。

《不断裂的文明史》
作者：刘庆柱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就世界史范围而言，中华民族是唯一有着
“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民族。考古学家刘庆
柱以考古遗迹、文物为切口，通过对文明的几大
要素——都城、陵墓、礼制建筑与礼器、文字的
耙梳，以及对国宝、遗迹的展示，全景式展现中
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以及不同时期、不同族属
建立的不同王朝，对中华民族一致的国家认
同。本书采用回溯式写法，由近及远、从已知到
未知进行讲解，从身边常见的四合院、可游览参
观的故宫等，用通俗易懂的行文，为读者“全息”
呈现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

《李济传》
作者：岱峻

商务印书馆 2021年1月

如果说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发掘河南省
渑池县仰韶村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那么
李济（1896年-1979年）则是首次进行科学发
掘的中国考古学家，是中国考古学真正的开创
者。1925年-1926年，留美归来的李济和跟随
安特生发掘仰韶村的袁复礼一起，调查并发掘
了山西夏县西阴村，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
一次科学考古发掘。本书是这位“中国现代考
古学之父”的唯一翔实传记，钩沉了传主的生平
与治学。作者进行多年实地走访踏查，悉心捕
捉最新出版、发表的多方记录，彼此引证生
发。作为一部学人传记，作者对传主学术影
响、处世原则、际遇得失的评价，持平公允而不
失温情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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