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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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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早在数十万年前，中原地区便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
史前时期，文化谱系不断，“三皇五帝”等人文始祖与河南密切相关。
自夏至元，共有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至河南，河南长期居于中国的政治中心。
目前，河南省的地下文物点数量居全国首位，现已探明遗址类4053个，墓葬类1809个，共5862个。
其中世界文化遗产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1处，主要类型有洞穴遗址、聚落遗址、城市遗址、
手工业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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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古应国，历史文献上只言片语地记载，它是由周武王之子应叔建立的一个诸侯国，至于所处何地
，国君是谁，历史有多长，则不得而知。
所幸的是，从1986年至2007年的应圉墓地考古发掘，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破解了应国历史上一个
又一个谜团，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失落小国的真容。
500余座墓葬的现身，10000余件文物的出土，使应国墓地的发掘跻身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书作者化身为现代通往古代的使者，以穿越时空访古纪实的形式，讲述了应国墓地发掘的全过程
，以及考古人员、公安人员与盗墓分子的殊死较量，在为读者展现古应国神秘而辉煌的历史文化的同
时，也展现出中国的考古人艰苦简陋的工作环境、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与坚持不懈的执著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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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龙正，考古领队，1962年出生，1985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先后参加并主持过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郑州商城、郑韩故城等大型考古项目的发
掘工作，分别在《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华夏考古》《中原文物》等考古杂志上发表学术论
文与考古报告计40余篇，在商周考古与古文字学领域具备较高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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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乌书”铭文：发掘应侯闭之墓第五章  雪夜魅影：与盗墓贼赛跑  一、千古谜案：北宋的盗墓
者之死  二、“顺手牵羊”的“12·9”盗墓案  三、从地下远处，传来空灵的响声  四、驻应国使馆人
员绑架疑案  五、被淹死的盗墓贼和漂回来的玉器  六、分赃名单与盗墓疑团  七、天下奇观：被困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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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的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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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一棵棵植根于院墙外边的枣树上，绝大多数的树枝都像是有意地争相伸向
桌子的上方。
有的已经低垂至桌面，其末端都结着不少鲜红的大枣。
它们使我想起了黄山上那几株伫立于山道旁边的“迎客松”，我忽然明白，原来它们就是欢迎并招待
我们的院主人。
　　坐下来后，我伸手摘下几枚大红枣，细细品尝，真的是很甜很香。
又喝了一些清澈的玉泉仙水，真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
就餐期间，从遥远的天空隐隐约约传来了婉约的“郑卫之音”，听得人如醉如痴，飘飘欲仙。
这里真是一处难得一见的仙境啊！
一路上连蹦带跳的搜狗在饮了玉泉之后，竟然沉睡于悠扬的音乐声中，不知它是正在欣赏仙乐，还是
因为太累了。
.　　夕阳西下，接近傍晚。
于是，我们依照消费食量，留下了适当的费用，继续上路。
　　不一会儿，面前出现一片低洼的桑树林。
入口处写着“嫘祖园”三字。
再向南望去。
远远看到一座山，山上有好多树，这才想起大河村民曾经告诉过我们的地名，原来我们已经到了轩辕
黄帝故里——具茨山，山下这片桑林正是黄帝之妃嫘祖教人农桑的试验田。
　　嫘祖家住东南不远处一个名叫西平的西陵平夷之地，自幼十分聪明，成年后发明并推广养蚕丝织
技术，教老百姓采桑叶养蚕，将蚕茧抽丝，用蚕丝织成锦缎，做成衣服，造福众多百姓，因此当时名
闻天下的大英雄黄帝看上了她，娶她为妻。
走在山问小道上，看到路旁的悬崖峭壁上，不知是用什么工具镌刻着一些类似动植物形象的简单图画
，老乡告诉我们这是“岩画”。
表现的是没有文字记载时期的人们的记忆片断，是隐藏着古代秘密的“天书”。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在我们望眼欲穿的期盼中，山道旁边有几间茅草房终于隐隐约约地呈现在我
们面前，显然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投宿的驿站了。
按照规定，在时空坐标系中，每隔50年的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要设立一个驿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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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领队变使者，只身飘落千年外，穿越时空访古墓，双手推开应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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