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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10月中旬，对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而言，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
在那个金秋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最尊贵的新朋老友，一起庆祝中国考古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一个
是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另一个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建站五十周年。
1926年2月，为了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时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和中国地质调查所
袁复礼到山西晋南进行考察。
2月22日，他们途经夏县西阴村时意外发现了西阴遗址，并于当年10月15日至12月初进行了科学的考古
发掘。
于是，这次发掘成为“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李济和西阴从此载人史册，成为中国考古
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光阴似箭，80年后的10月15日上午，我们站在前辈发掘过的土地上，凭吊西阴，缅怀先驱，展望中国
考古学的明天，意义非凡。
考古学家黄景略、张忠培、严文明、王克林，李济先生之子李光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以及40余位国内外知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在西阴遗址举办的
“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纪念碑”揭幕仪式，以及之后以中华文明起源、纪念李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
会。
此外，李光谟先生还特意为会议赠送了《李济文集》，仿佛使我们聆听到这位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谆
谆教诲。
1956年10月，为了使侯马晋国遗址的考古工作长期有效地开展下去，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设立侯马
工作站。
由此，侯马工作站成为全国最早的考古机构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关怀下，侯马工作站对晋国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工作，前后约有200余位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参加了发掘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考古的中流砥柱，其
中包括苏秉琦、张颔等著名的老一辈考古学家。
岁月如歌，50年后的10月10日，当年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热血青年，一个个再次回到他们“曾经沧
海难为水”的地方，只是无法掩饰时光的流痕，均已“朝如青丝暮成雪”。
然而，从他们脸上，仍然可以看出兴奋和喜悦之情，毕竟在这里，他们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们是黄景略、谢辰生、张彦煌、高炜、陈文华、彭适凡、杨育彬等。
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李伯谦、刘绪、张天恩等省内外学者共计100余人。
用两个会议来纪念两个重要事件，其目的是温故知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我们山西省考古研究
所汲取养料，为我们山西的考古事业出谋划策，共筹美好蓝图。
两个会议共收到论文70余篇，这些文章洋洋洒洒，谈西阴、论文明，忆侯马、说晋国。
我们从中选出了近60篇集结成册，以飨读者，永志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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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6年10月中旬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工作站建站五十周年”会议的纪念文集，共收录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提交的学术文章50余篇，谈西
阴、论文明，忆侯马、说晋国，集中了近年来山西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领域的研究者及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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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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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分类对于“西阴纹”的研究，李济先生指出了它的重要性，梁思永先生也曾给予关注。
梁先生1930年撰写的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将“西阴纹”作为第一类纹
饰进行了讨论，但他既没有重复李济先生给出的名称，也没有给出新的命名。
严文明先生1963年也曾就西阴村遗址作过专门的探讨，他将“西阴纹”定名为“垂弧纹”。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西阴纹”，确实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彩陶纹饰。
它们的构图虽然基本相同，但细部的变化也是明显的，这些变化体现了地域区别，也应当有年代上的
距离。
首先我们认定“西阴纹”是一种地纹彩陶，它的图案要素是四周涂色，映衬出中间的弯角状纹饰。
从大形上看，弯角状纹饰的轮廓有长短和宽窄之分，窄长者弯角较尖，宽短者则弯角较钝，两者之间
看不出明确的年代早晚关系。
它们之间是不是由此及彼地发展演变，还无法得出结论。
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这弯角形几乎全是宽头在左，尖头在右，按逆时针方向排列。
这个程式几乎没有被破坏过，至今还没有发现相反的情形。
如果我们忽略弯角状纹饰的长短宽窄的区别，仅由它们附加的图形来区分，依据它们的变化，至少可
以细分出以下形式（图一二）：A式：没有附加图形的弯角状纹，角中无纹，角之间也没有间隔图形
。
B式：角中无附加纹饰，但角之间绘有间隔图形。
C式：角中附加圆点纹，角之间没有间隔图形。
D式：角中既附加有圆点纹，角之间也绘有间隔图形。
这是发现数量较多的一式，可以看做是弯角状纹的标准形式。
E式：角中绘1～3条分割线，或附加圆点纹，角之间或有间隔图形。
这是弯角状纹中的一种完全形式。
F式：角中附加特别纹饰，角之间或有间隔图形。
角中的特别纹饰，对于判断不同遗址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有可提供非常有力的证据。
这几种形式，由地域的分布看，并不是均衡的。
如晋南地区缺少B、C式，豫中地区缺少A、B式，关中地区缺少E、F式，陇东地区缺少A式，鄂西北地
区缺少D式，以陇东地区发现的形式最全。
由横向分布观察，以C、D、E三式发现比较普遍，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三式为标准形式。
其他各式，有的在两个地区有发现，表明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
由这样的分类看，弯角状彩陶纹饰的绘制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应当已经确定了程式化标准，它不是陶工
们可以随意发挥任意描绘的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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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鹿鸣集: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八十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是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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