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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大V带你走进“历史
第一现场”
斯坦因是如何从集市上购买的几块

木板中发现线索，从而找到传说中的精绝
古城的？如何知道5000年前的古尸生前吃了
什么东西、得了什么病，甚至去了哪些地方、
做了什么事？如何通过满城汉墓出土的文物
证明中山靖王刘胜确实又好酒又好色？真实
的反盗墓机关，真的那么神奇又有技术含量
吗？为什么设计简单的“洛阳铲”能够成为考
古神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遗址，如何
判别它的年代……读完《围观考古现场》，
你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项木咄的这本《围观考古现场》，用

“破案式”的考古学思维，带你围观11个震
惊世界的考古现场，作者致力于与读者探
讨如何用考古学的思维和眼光去看待文
物、看待考古；如何像考古学家一样，通过
思考和实践，发现新的历史研究资料，解
决历史疑难问题，印证或推翻史书中的既
有结论；如何综合各种知识和常识解决一
个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不单单是满足历史
爱好者的好奇心，更像是一节考古入门
课，让你对考古产生进一步了解的欲望。
近现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兴起，我

们可以抵达历史“第一现场”，置身上千年
前的遗址或墓穴之中，发掘历史、纠正已
有的认知。这些遗址虽历经千年的风霜，
但从蛛丝马迹中触摸和还原历史已成为
可能。在这本考古著作中，有深埋在千年
风沙之下的精绝古城，有隐藏在三湘大地
的马王堆古墓，有沉睡在中原大地的贾湖
遗址，也有显露于陆地之上的奥杜威峡
谷。从国内到国外，11个在考古历史上赫

赫有名的遗址，为我们开启了一堂精彩的
考古科普课，有趣又有料。
项木咄表示，这11个考古现场的选

择，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作为一本面
向大众的科普书，本书选的遗址尽可能要
有大众知名度，且有意思；第二，要多样
化，不仅仅局限于墓葬，所以加入了青州
龙兴寺窖藏遗址；不仅仅局限于国内，所
以加入了奥杜威峡谷遗址；不仅仅描述正
面，所以加入了日本的旧石器考古遗址造
假事件。第三，还要与传统的考古类科普
书有区别，加入了很多科技考古方面的知
识点，所以有了贾湖遗址这样看似“小众”
但实则极具意义的遗址。
《围观考古现场》一书将震惊世界的

十一大考古发现汇集在一起，全面解读给
读者，令人大呼过瘾。这本书展示了千百
年来的考古历程中，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
重大考古发现；也展示了我国古代鲜为人
知的秘宝遗珍，见证了我国考古界的辉煌
成就；让我们认识到考古工作者的辛苦和
执着的专业精神，掌握人类远古时代神秘
的信息，不懈探索失落的历史与文明。

考古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
学问？
2020年夏，湖南考生以676的高分报

考北大考古系引发关注和热议，“考古学”
一时成为“热词”。很多人会问：考古学究
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是挖坟掘墓找古
董？是翻山越岭看岩壁？是跋山涉水访遗
址？专家告诉你——— 绝对不是！“考古学真
正的本领在于，如何用少量的信息，分析
出大量的结论。”
项木咄认为，当前的“考古学”是受国

内文化舆论环境的影响，《国家宝藏》《上
新了故宫》等综艺节目的持续走红，敦煌、
故宫等著名文化遗产在互联网备受追捧，
导致大家对考古这门神秘的学科感兴趣，
愿意去了解，愿意去关注，“这是大好事。
但我并不觉得现在是‘考古热’，大部分人
也仅仅局限于感兴趣层面，真正有志于这
一方面的人还是寥寥的。”
因为盗墓类小说的风靡，再加上近几

年曹操墓、海昏侯墓等帝王墓葬的发掘，
让大众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考古队和盗
墓贼一样，只对墓葬进行发掘。但其实，考

古的研究范围远不止墓葬。根据我国著名
的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
之一的夏鼐先生的说法，考古学是根据古
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
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所以
说，古代的城址、烧窑的窑址、冶金的矿
址，甚至是古代战场……但凡是古人遗留
下来的遗迹，考古队都要发掘，都要研究。
而且，人类的整个历史时期，上至百万年
前的旧石器社会，下至唐宋元明清，考古
队都要研究。
相较于考古，盗墓贼最感兴趣的，是那

些可以卖出高价的文物，这些通常是世俗意
义上的可以收藏的宝贝，例如金银器、瓷器、
青铜器等。这些文物价值当然很高，但在考
古学家眼中，它们的重要性未必比得过出土
的破碎陶器、不起眼的动物骨骼等。正是依
靠这些盗墓贼瞧不上的“破铜烂铁”，考古学
家才能够还原出古代人的生活。
项木咄举例说：“牙齿是我们身体中最
坚硬的部分，所以即使是几千年后，古人的
身体全部腐烂了，牙齿也能够大概率保存下
来。而这些牙齿，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信息。
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谷物栽培，主食淀粉类
的食物会造成龋齿发病率上升；水中如果含
有过量的氟化物，则会使牙齿变黄。这些信
息，都能够通过牙齿反映出来……”
最后一点，考古与盗墓目的截然不

同。盗墓纯粹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考
古是为了复原古代的社会。“为了达成这
一目的，我们就需要用一套完整科学的法
则，将发现的那些事实和现象转化成对过
去有意义的解释。”
提及盗墓，项木咄介绍了20多年前发

生在湖北荆门的“古尸案”。这具古尸是目
前我国发现的第一具外形、骨骼基本保存
完整的战国女尸，距今2300年之久，比长沙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还要早200年。“如果
这具古尸是由考古工作者经过科学发掘出
土的话，说不定又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考古发现。只可惜，被一帮盗墓贼愚昧、野蛮
地从古墓中盗出，肆意破坏，最终面目全
非……虽然后来科学家们对古尸进行了剖
检，对古尸的保存状况和保存原因进行了研
究，但由于古尸离开了原生的埋藏环境，古
墓内部被破坏殆尽，尸体保存完好的原因、
条件均缺乏研究依据，导致多项科研工作无
法进行。实在是令人扼腕。”

《婆娑大地》
刘醒龙 著
哈尔滨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茅盾文学奖与鲁迅
文学奖“双冠王”刘醒龙执笔30余年
散文精品，包括游记、纪实体散文、个
人经历与感怀等三个方面的文章，表
达了作者对大地的热爱，对大好河山
的欣赏，对故乡的坚守，对亲情的珍
惜，对城市的反思，对文化与历史的
独到见解，以及对这个不甚完美的世
界最完美的爱，蕴含着绵厚、细腻的
情感。刘醒龙总是能够避开流淌于生
活表面的泡沫，看穿生活的真相，把
人们的精神和灵魂真实地表现出来，
用坚硬的抗争和如水的柔情给人以
深深的感动。

《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
眼中的淞沪会战》
[丹]何铭生 著
田颖慧 冯向晖 译
金城出版社

淞沪会战是一场不能被忘却的
战役，一个外国记者带我们重温那段
悲壮的历史，既纠正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欧洲中心”说，也填补了西方学者
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空白。
多达100万中日士兵卷入淞沪会
战，近300万中国平民被迫亲身经历
了这一战役，其中大多数都成为此次
战役的受害者。淞沪会战在塑造现代
世界格局上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它
最终导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并且使
得亚洲局势动荡达70年之久。

《相似之书》
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相似之书》分为三卷，分别是“相
似之书”“暗示·荒漠”和“不可磨灭·不
能察觉”。书中充满了雅贝斯式的哲学
的思考，从语言到文学，从宗教到传
统，焦虑与困扰，在作者灵魂的拷问中
不断明晰，坚定，从而无所顾忌，无所
遵循，无所约束，达到了诗人为实现诗
意语言，哲学人生的梦想的努力。

《日本文化图典》
日本平凡社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用图说话，以4000多幅手绘
图和简洁的说明文字，展现了日本自
古坟时代至昭和三十年与生活文化相
关的事物，涵括武具、衣装、酒食、工
商、游技等9大类250多个专题。本书堪
称日本版的《天工开物》，以万物图鉴
的形式，带领读者认识日本的传统器
物、风俗文化，领略日本美学的神髓。

[ 新书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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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很很多多人人的的眼眼里里，，考考古古等等同同于于““官官方方盗盗墓墓””，，民民间间甚甚至至还还有有““考考古古
白白天天作作业业，，盗盗墓墓夜夜里里点点灯灯””这这样样的的顺顺口口溜溜。。作作为为考考古古““圈圈内内人人””，，项项木木
咄咄致致力力于于用用通通俗俗有有趣趣的的方方式式，，分分享享考考古古和和艺艺术术领领域域中中的的有有趣趣故故事事
及及其其背背后后的的专专业业知知识识，，为为大大众众进进行行考考古古科科普普和和““正正名名””。。日日前前，，浙浙江江大大
学学文文物物与与博博物物馆馆学学系系硕硕士士项项木木咄咄的的新新作作《《围围观观考考古古现现场场》》由由华华文文天天
下下策策划划推推出出，，用用““破破案案式式””的的考考古古学学思思维维，，带带你你围围观观1111个个震震惊惊世世界界的的
考考古古现现场场，，探探索索失失落落的的历历史史与与文文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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