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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不是学考古的科班出身，更不是所谓的“佛门弟子”。
我是在田野考古的实践中边干边学的，虽然至今也没有学好。
　　我于1929年出生在上海，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
1948年考入圣约翰大学数学系，半年之后，学而不成，遂转入历史系，从罗伯茨教授夫妇习西洋史。
1949年上海解放后，孙王国秀教授出任约大历史系主任。
1950年，我以转学生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改学中国史。
齐思和教授时任文学院院长，我选修了孙楷第教授、张锡彤教授、王锺翰教授的课程，邓之诚老先生
也曾多次从成府宅第坐洋车到西门穆楼讲授清史专题。
我在燕大选读的唯一的考古学课程是1951年秋季于省吾教授开的古器物学。
但上了不到一个月的课，就因去江西东乡县参加土改工作而辍学。
1952年5月，土改结束返回北京，学校正在轰轰烈烈搞运动，又是思想改造，又是反贪污、“打老虎”
，再也没有上课。
到了7月，就算毕业了。
这年夏天院系调整，三校合并，燕京的文科、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连校园也归了
北大了。
打这以后，燕京大学就不复存在了。
　　我是1956年7月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分在第二研究室，
从事商周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脱离田野工作。
我曾工作过的发掘工地有河北邢台、河南洛阳、陕西长安、河南安阳、山东日照、陕西扶风、云南元
谋、黑龙江绥滨、山西石楼、河南商丘等，而工作时间最长的则是陕西长安沣西工地。
从1957年初到沣西，至1988年离开，断断续续地工作了30年。
　　沣西是西周都城丰镐的所在地，是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对于西周物质文化史的认识，很大部分得之于沣西遗址的发掘。
我在这个工地的长期工作中，既发掘过居住址，也发掘过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既发掘过墓葬，也发掘
过车马坑。
历经磨炼，所得益者，终身不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本文集中有半数以上的文章是由于这个遗址的考古发现的引发而写成的。
　　这本文集选辑本人自著和与他人合著的论文35篇，大都是近20年间陆续写成的。
这些论文从内容上说，大致可以分为商周青铜器、玉器、车制和考古学文化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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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文集选辑作者自著和与他人合著的论文35篇，大都是近20年间陆续写成的。
这些论文从内容上说，大致可以分为商周青铜器、玉器、车制和考古学文化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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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　　——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七　　在陕西长安张家坡村发现的西
周井叔家族墓，M157、M152、M170等3座井叔墓及其车马坑M155都随葬数量不等的车辆。
这些车子都被拆散成轮、舆、辕、轴、衡、轭等部件，分别放在椁盖上、二层台的四周、墓道底部和
两侧，车马坑则和马匹杂放在一起。
除了被扰毁坏的，在M157的南北两个墓道和椁盖上共发现30个车轮，12个车箱，还有辕、轴、衡、轭
等遗迹；在M152的南墓道共发现5个车轮和1个车箱；在M170的椁盖上、二层台上和南墓道里共发
现31个车轮，3个车衡以及辕、车箱等遗迹；在M155车马坑中则有4个车轮、2个车箱、1个车衡和2段
车辕。
这些车辆的部件都是木质的，在发掘时都已仅存痕迹，但是，其中有一部分还保存着其上原有的各种
青铜饰件；此外，上述诸墓还出土了大量青铜车器。
根据这些轮舆的遗迹和青铜车器实物可以获知各个车辆部件的确切形制和尺度。
由于这几座井叔墓的年代比较明确，大约相当于懿王和孝王时期，因此，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探讨西周
中期的轮舆制度，并试作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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