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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考古学是非常神秘的工作。
许多人不知道考古到底是干什么的，对考古的作用缺乏了解。
当前，社会各界对考古人及考古工作、中国古代文化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但限于专业的考古发掘报
告生涩难懂，考古发掘现场又不宜长时间全面地公开，使社会各界走近考古的愿望始终难以得到满足
。
为了宣传考古人和考古工作，揭开考古的神秘面纱，使考古走向大众，使社会了解考古，河南省的文
物考古工作者编写了这套丛书，如久旱甘雨，可喜可贺。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一套《考古中国》丛书，是依据中原考古人在考古现场的辛勤汗水谱写的，反
映了考古工作的真实状态和考古人的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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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会军（1954～ ），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河南省古建研究所副所长，参与并
主持渑池仰韶村遗址的第三次发掘；多次在《大河讲坛》(河南)做仰韶文化研究的学术讲座，并被聘
为大河鉴宝顾问；主要著作有《禹州钧台窑》、《偃师水泉》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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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农商部的办公室里，小火炉上的水壶腾腾地冒着白色的蒸汽。
屋外，呼呼的北风拍打着窗户。
安特生坐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面前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几件陶器，有些还沾着细细的泥
土，显然没有来得及清理。
安特生不时比划着手里的一个放大镜，他希望这个东西能帮得上忙，可以从中发现点什么。
旁边的一张桌子上，铺满了稿纸，上面用钢笔画满了一些奇形怪样的符号。
一直以来，关于这些陶器的几个问题始终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这么精美的陶器，到底是怎么生发出来
的？
是哪个民族创造了它？
它是本生，还是外传？
它的发源地又在哪里&hellip;&hellip;安特生的眉毛渐渐凝成了一个疙瘩。
忽然，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一个戴着棉帽、穿着棉袍的人走了进来。
这个人一进屋，赶紧关了门，径直走到办公桌前。
来人一边热情地打招呼，一边迅速从怀里掏出一些纸张，递给安特生。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也就是发现这些陶器的第一人。
他的到来，不知道会给安特生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安特生先请刘长山坐下，然后就仔细的翻阅起这些爬满字母的纸张来。
这是一份关于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上面提到的遗址中也有彩色陶器出土。
安特生眼前一亮：中亚地区有彩陶，中国的河南也发现了彩陶，那么二者是否存在着联系呢？
安特生不禁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对比、研究，安特生逐渐发现，中原地区的彩陶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及东南
欧的特里波里等地的彩陶有许多相似之处，很可能出自同一源；中国的彩陶在年代上晚于巴比伦等地
的彩陶，制作时间上也在中亚与东南欧之后，因此中国彩陶有可能来自西方，这个地区的文化也可能
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
这就是著名的&ldquo;中国文化西来说&rdquo;。
由于它是以考古发掘的实证来说话，因此这个学说在当时具有更大的冲击力。
从专业角度来说，安特生仅仅是一位地质学家，对考古学只是热爱，他本身并不熟悉田野考古发掘的
操作程序。
而当时，中国的田野考古还处于萌芽状态，也没有出现可以参考和依照的有效方法。
因此。
在对仰韶村发掘时，安特生就是参照地质学的工作方法，以地层的水平深度分析取样，而不是以文化
自然堆积分层收集遗物。
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把早期文化和晚期文化混为一体，从而没有办法弄清楚仰韶文化的内涵及遗存
的先后顺序问题，以至于出现了&ldquo;彩陶文化&rdquo;，&ldquo;单色陶器&rdquo;早于&ldquo;彩色
陶器&rdquo;等非常模糊的概念。
事实上，安特生并没有就此罢休，有一个问题一直让他耿耿于怀：那就是假如中原的彩陶是从西方传
入的，那么就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的遗迹，他还设想西方的文化应该通过丝绸之路
和草原之路两条道路向东传播，那么这个文化通道真的存在吗？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1923年，安特生决定到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去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址。
5月，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携带各省省长的亲笔信，写有汉、蒙、藏3种文字的护照
和10名护送的士兵，沿着黄河一路西上了。
在兰州，一个小摊贩上装着烟叶的旧彩陶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得知这件彩陶来自临洮后，安特生一行就沿洮河而行，先后发现了马家窑、齐家等遗址，出土了大批
陶器、石器等。
这次考察之后，安特生发现，甘肃彩陶比中原彩陶要发达得多，但甘肃境内的比较早的彩陶文化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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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某些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器物，如陶鬲等。
如果甘肃彩陶文化是从中原发源的，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
他据此推测彩陶来自西方。
于是，1924年，他在《甘肃省的考古发现》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化是在新疆地区生长起来的，并从西方
受到影响的观点。
这个观点又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大争论。
一些东西方的学者基本上否定了他的假说。
一年后，安特生又在《甘肃考古记》中肯定了彩陶及一些农业技术是从近东起源的，并沿新疆、甘肃
传人河南，河南仰韶是自成体系的文化。
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194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
他再次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的结论，这也意味着他彻底抛弃了&ldquo;中国文
化西来说&rdquo;。
然而，在民族主义情绪极端爆发的年代里，人们却把安特生当成一个有种族偏见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
而大加批判，将其与其他一些&ldquo;窃宝者&rdquo;相提并论，这对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其实，安特生考古发掘所引发的争论，只是&ldquo;中国文明起源说&rdquo;的一种呼声。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很早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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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现仰韶》推荐：震惊中外的考古大发现，曲折艰难的发掘全过程！
20世纪初一个外国人的意外发现牵扯出一个以&ldquo;彩陶&rdquo;著称的古文明并由此从河南这片古
老的中原大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hellip;&hellip;诡异的西水坡大墓，埋葬的主人真的是伏羲吗？
神秘的中华第一龙，蕴藏着怎样的玄机？
建造精美的西坡房屋，神秘的西山古城，罕见的瓮棺合葬墓&hellip;&hellip;最美是仰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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