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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难以计数的辉煌。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许多文明成就流传到了今天；我们又是不幸的，由于自然环境的演变、战争的破
坏、人类生存的需要等，许多灿烂的文明成就早已消失在岁月中。
中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所以，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地寄希望于那些浩如烟海的史籍，希望能从那
些流淌的文字中，窥探古文明那辉煌的身影。
但很快，我们就失望了，因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只有不到10／01而即使是这1％，还有许多是找不到
实证的疑史！
至于其他的，尤其是那些在远离中原大地的世界里发生过的故事、存在过的古国，在历史的尘埃中，
化作一曲曲绝响，凝结成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
然而，逝去的文明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它们在广袤的大地上留下了内涵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或尘封
在了荒城古冢的残垣断壁中，或埋藏在了古堡废墟的碎石破瓦间，和古老的传说一起，讲述着曾经的
灿烂与辉煌，成为人们了解过去的世界的唯—桥梁。
于是，人类找到了还原历史的新途径，由此，考古学应运而生。
虽然中国的考古学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但其成就却是令人瞩目的：北京人的发现，展现了人类演进
的清晰进程；殷墟的发掘，使商王朝不再只是美丽的传说；良渚的美玉，见证了远古手工业的发达；
莫高窟的壁画，再现了中国佛教艺术的繁盛；马王堆汉墓的揭秘，诉说着一个肉体不灭的神话；楼兰
的复苏，再现了一个沙海里的奇迹；秦陵地宫，更是让人在无限神往的同时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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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溯源中华祖先、追寻文化源流、解密玄奥天书、叩问神秘墓寝、开启绝世宝库、重现神秘都
城6大板块，着重选取了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些重大考古发现，详细地讲述了它们的发掘过程、惊人的
收获、难解的谜题以及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此次编著过程中，我们摒弃了考古报告的沉闷繁琐，以大量精美写实的图片、生动流畅的语言，
再现这些重大发现，诉说那些鲜为人知的真相，揭开笼罩在这些失落的文明上的迷雾，让读者循着考
古学家的足迹，与他们一起探险、一起历奇、一起狂喜、一起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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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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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学者们对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墓葬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
社会，当时已存在贫富分化现象。
大汶口文化遗址的聚落中一般都有集中的墓地，所有的墓葬按照一定顺序整齐地排列着，死者头部所
朝的方向也一致，墓穴多采用北方流行的竖穴葬，早期墓葬中常见同性合葬和多人合葬。
这种集中葬在一地以及多数人或同性的合葬方式，是氏族制度下墓葬形式的共同特点，反映了大汶口
的先民们仍然通过血缘关系组成氏族部落共同生活。
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中发现最多的葬式是单人葬，晚期还出现了异性双人合葬的形式，甚至还有
些三人墓葬，即在异性合葬时加入了一个孩童，看起来很像是一家三口的墓穴。
在合葬墓中，大多随葬品都偏向于男性一侧，年代更晚点儿的墓葬中，男性遗体更是占据了墓穴的中
心位置，女性则被排挤到正穴侧面，陪葬品也明显少于男性。
这种葬式显示，女性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氏族，嫁到了男方氏族中，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才导致了合葬
的出现。
同时，离开氏族的女性已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地位，她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优势逐渐被男性所取代，因
此才会出现男性占据墓葬中心的现象。
文物工作者通过勘查还发现，当时的死者一般都有一层棺木栖身，少数还有棺椁皆备的。
大多数墓中没有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则多寡悬殊很大，最少的只有1件，多的则超过百件。
大汶口M10号墓中，一位老年女性躺在漆过的棺椁之中，头上插着象牙梳，颈部缠绕着大理石和松绿
石串起的项链，手戴指环，左腕戴着玉臂环，还随葬了90多件陶器以及猪头、兽骨、鳄鱼鳞板等物品
。
这座极其豪华的大墓，反映了当时日趋严重的贫富差别，这一时期很可能已经有了初步的等级差别。
从这些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大汶口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不仅是装饰品，像猪头这些东
西被用于殉葬，也说明了家畜的私有化。
这是私有制萌芽的一个鲜明标志，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大汶口文化正处于氏族制度逐渐衰亡的时代：父权制逐步取代了母权制，人们渐渐有了稳
定的家庭；财产逐渐成为私有，氏族内部出现贫富差距。
这些都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是一个巨大变革的酝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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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明考古》为书香门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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