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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文章，都是在《考古》、《文博》、《中原文物》等专业学术报刊或权威报刊上公开
发表的研究文章，共53篇，约25万字。
作者范围广，多是研究汉魏历史、考古、文献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涉及内容丰富，涵盖了曹操高
陵考古发现的主要方面。
其中有关于曹操高陵认定的系统论证，关于曹操高陵“薄葬”、“不封不树”等葬制问题的论述，对
所谓的曹操“七十二疑塚”说的辨析，安阳曹操高陵和洛阳曹休墓比较研究，出土石牌等器物及所反
映的名物制度研究，出土人骨体质人类学研究，出土人骨身份确定和相互关系推定，历史时期考古学
理论与方法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这些作者潜心研究的结晶，有的言简意赅，有的洋洋数千言，既有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探究，也有对个
别现象的阐释分析，累累硕果，代表了目前学界对曹操高陵考古发现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学界对曹
操高陵的总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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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近十年来，困惑考古学界的一大课题是东西两汉帝陵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尽管西汉的前期和后期，帝陵制度本身也发生着变化，但和东汉帝陵比较的话，这种差异既不是量上
的，也不是时代发展变化上的，学者们发现两汉之间的变化是质的区别，从纯考古学意义上讲，这种
变化是考古学无法解释的。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导致这一差异是文化特质上的原因，也就是影响东西两汉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特
质发生了变化。
而什么样的文化特质才能有如此这般的能力？
是儒学。
这种儒学，不是春秋战国的儒学，也不是两宋之后的儒学，而是自西汉后期形成的汉代儒学。
汉代儒学在安汉公王莽、大儒刘歆等人为代表的儒生群体改造下，通过办学等途径，使汉代儒学以前
所未见的成效得以推广，并最终成为被社会各界接纳和认可的文化，王莽在其中的贡献无人可匹。
当然，王莽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他所推行的治理社会的一套综合措施也有为人诟病的地方，并且也确
实存在着理想化的书生气。
而我觉得他最大的失败还不是这些，使他成为千夫所指的是因为他“篡汉”，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曹操
聪明，王莽缺乏政治智慧。
正是如此，王莽遭到彻底的否定，包括他在真正意义上使儒学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的历史贡献，而
这奠定了东汉社会的文化思潮，也是造成东西两汉在文化特质上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方面来探讨两汉帝陵的差异，可能是一条合理的途径。
从摄政开始到新朝的构建，王莽在影响社会发展的二三十年问，殚精竭虑执著的一件大事就是托古，
这不仅在礼制上，还在社会行为上。
事实上我们发现，不论是王莽时期还是东汉以后，学者们对先秦和西汉的一些名物制度往往意见相左
，并且还各有所据，而追本溯源的话，问题往往出现在东汉，正是由于东汉儒生按照已经发生了剧烈
变化的东汉社会现实来注释先秦文献，乃至记述西汉往事时，才会出现不合理的偏差。
比如自先秦以来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建筑形式、蕴涵丰富政治文化内涵的阙和观，直到今天诸如《辞
海》等一类的权威著作，还是把这两种先秦时不论是形态还是功能都完全不同的建筑物当做同一建筑
对待，长久地、实实在在地误导了我们。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造成我们误入歧途的正是从东汉儒生开始注释先秦文献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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