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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不断变换着面孔，考古学原有的“纯洁性”一步步在消失。
考古学吸引了其他许多学科的注意，考古行当吸引了许多行外的学者，考古越来越像是一支万花筒，
忽闪着灿烂缤纷的光彩。
为此一些考古学者感到有一种危机感，于是考古学是做什么的这样的话题，也成为讨论的焦点。
也有相当多的考古学者为这样的变化喝彩，他们觉得这是学科进步的必然趋势。
静静地一想，考古学的领域大大扩展了，关注考古的学者乃至民众更多了，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不必为着维护旧有的纯洁性去呼号什么，应当庆幸一番才是。
应当承认传统考古学的局限，也应当承认考古学者的局限。
各学科的介入，其实是丰富了考古学的内涵，延展了研究领域。
包罗万象的考古学资料，一个考古学者能解释清楚的能有多少？
考古学者不必过于自信，其实许多问题不求教于行外学人我们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
　　随着许多学科介入考古学的，其中就有音乐史学，嫁接的结果就是音乐考古学的出现。
又随着音乐考古学的立足，一些老少学者自觉地不自觉地先后就跟进去了，队伍有渐渐壮大之势。
有了研究队伍，有了不断成长的人才，就有了一个接一个问世的成果。
邵晓洁博士很坚定地成了这队伍中的一员，她即将问世的大作《楚钟研究》就是音乐考古学的一个新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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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不断变换着面孔，考古学原有的“纯洁性”一步步在消失。
考古学吸引了其他许多学科的注意，考古行当吸引了许多行外的学者，考古越来越像是一支万花筒，
忽闪着灿烂缤纷的光彩。
为此一些考古学者感到有一种危机感，于是考古学是做什么的这样的话题，也成为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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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平粮台钟　　1979年至1980年间，考古工作者对河南平粮台古城址的一批战国、两汉墓葬进行了
清理，其中十六号墓最大。
这座墓葬是“甲”字形竖穴木椁墓。
墓主为一老年男性，头向东。
随葬器物多放置于椁室东部和棺的南北两侧。
其中出土有陶质编钮钟，这些钟烧造火候较低，陶质较差，且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仅修复5件。
尽管这些钟的总体形制模仿青铜乐钟，但仿制得极为粗糙，如钟体较浑圆；钟枚较大，且每面9枚均
匀分布于钟体；由于钟枚数量、大小、分布情况的变化，使这组陶钟均没有隔出钲部、鼓部等。
与陶钟同出的还有陶编磬。
结合墓中出土的陶九鼎可知，墓主的身份不低。
该墓的年代约属战国晚期。
　　此外，这一时期还发现了几批重要的楚附庸国的钟，无论是出土这些编钟的墓葬及墓中器物，还
是这些编钟本身，都带有十分明显的楚文化因素，因此均被归人楚系钟的范围。
6.蔡侯钟②1955年，民工在安徽寿县深沟取土时发现了2件甬钟，随后继续挖掘，取出了30余件大件青
铜器。
隔日，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工作人员发现此情况并通报上级，由考古人员进行的科学清理发掘工作才
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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