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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归处是敦煌》
作者：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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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
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基
础功课。
北大考古专业留给我最深刻的

印象，就是教考古的老师和学生的关
系非常特殊，和历史学系的其他师生
之间的关系不一样。考古专业的师生
常常一同外出考察，所以学生和老师
走得很近，感情自然更加深厚。那时
候的考古专业真是名师云集，现在想
想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当
时的条件，没有抓住机会
更多地向老师们请教。我
现在才明白，当年老师们
教学的用心和苦心。比如
讲旧石器考古，就一定要
引经据典，从许多外国考
古专家讲起，从斯文·赫定
讲到其他的考古学家，原
来这就是在讲考古的学术
史。
现在我回北大，考古

系的老师告诉我，当年教
我的老先生的学生都退休
了，现在的老师我几乎都不认识了。
随着前辈大师一个个离开，这个校园
也渐渐地从熟悉到陌生。现在我还会
时常想念当时的这些老师，也想念当
时读书的氛围。
回忆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博闻

广识，他给我们开设的战国秦汉考古
的课程对我的影响很大。苏先生为人
谦和热情，他是那种一看就让人感到
亲切可敬、如沐春风的人。他是新中
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也
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
之一。他毕生从事考古学研究，培养
了许多考古学的人才，取得了许多具

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就。
苏先生曾经参加、主持和领导过

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
比如上世纪30年代他参加了宝鸡斗
鸡台遗址的发掘，这是我国考古学初
期的一项重要发掘工程。50年代他曾
经协助夏鼐、郭宝钧主持新中国成立
后首次大规模进行的辉县发掘，亲自
发掘结构复杂的固围村2号战国大
墓。他亲自主持西安附近考古调查，
首次辨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并判

定其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
周文化的相对年代。他还
曾主持洛阳附近考古发
掘，勘查东周时代的“王
城”遗址，建立中原地区东
周墓葬的断代标尺。
据说就在宝鸡斗鸡台

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
在回填墓土的时候发生了
一起事故，有一位工人不
幸被砸身亡。善后工作完毕
后，经费所剩无几，如果没
有钱的话，发掘工作就没有

办法进行下去。苏先生就写了一封信，
让他非常信任的好友，也是考古队成员
白万玉从宝鸡到西安，向自己的哥哥苏
秉璋筹款。原来苏家是华北地区开纺织
厂的有名的实业家，在西安还有自己家
的棉纺厂，家族企业是由苏先生的哥哥
苏秉璋打理的。信送到后，苏秉璋就立
刻准备了五百现大洋，让白万玉带回了
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是由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负责的。对于自
筹经费用于考古发掘的事情，苏先生
自己只字不提。

明日关注：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大家才知道苏先生原来有如此显赫
的家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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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刘笑笑 报道
本报1月1日讯 1月1日，新年第一

天，市北区四方街道在悦荟广场进行《青
岛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集中宣传
活动，现场吸引大量居民参与。记者采访
发现，对于垃圾分类知识，上学的孩子们
了解的比大人更多。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首先向居民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传递垃圾分类的理念，
并向在场人员发放青岛市统一印发的垃
圾分类宣传单页。宣传单页上详细介绍
了市民生活中会产生的各种生活垃圾的
分类，其中还提到了作为海滨城市，岛城
市民餐桌上经常见到的蛤蜊壳、海蛎子
壳、海螺壳、扇贝壳等海鲜硬壳，均应按
其他垃圾进行收集和投放。
宣传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垃圾分类互

动游戏。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市民大都
是带着孩子一起，对于游戏中出现的各
种类型的垃圾，几乎都难不倒孩子们。
“扇贝壳属于什么垃圾？”“其他垃圾”“大
骨头棒属于什么垃圾？”“其他垃圾”……
9岁的孙婉宁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她
告诉记者，自己在学校里学习过这些知
识，所以对垃圾都能正确地进行分类。
市北区四方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主

任李胜泉介绍，四方街道在辖区内铺设
智慧分类箱及四分类垃圾分类投放点，
并配备111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同时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1月6日《青
岛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实施后，不
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将对单位
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200元以下罚款。

广场上进行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宣传，上学的孩子们比大人知道的多

海鲜硬壳是啥垃圾，您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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