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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多年来有口述历史的研究项目，并将所访谈的内容整理成册
，出版公诸于世，成果丰硕。
 1998年间，计划以本院院士为访谈对象，石璋如院士是最优先的人选。
由近史所研究员陈存恭先生主其事，任育德女士担任访谈现场录音，纪录并做电脑文书处理。
此项工作自是年十月开始，每周五的午后三时至五时为访谈时间；为恐石老师太累，故每次以二小时
为限。
工作起始，仅由存恭先生与任女士两位进行，其时笔者应邀在泰国曼谷的艺术大学（ Silpakorn
University）考古学院讲学，于次年（ 2000）四月底返国。
自五月七日为第十次的访谈时起，即应存恭先生的邀请，参与其事。
石璋如院士于民国二十年四月间，当他在河南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即被学校派遣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史语所）考古组的安阳考古发掘工作队，参加安阳遗址的发掘，至今将近七十一年。
前年十月史语所同仁为石院士百岁寿辰的祝寿茶会上，李亦园院士致词就说到，石老师是当今世上考
古学界的泰斗，可能是年龄最大而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学者。
因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学生和他自己的儿子石磊先生都已经退休了，而老人家仍然每日上班、孜孜不
倦。
石老师曾经概述他在史语所的工作，将之分为：“挖”、“整”、“调”、“接”、“教”、“告”
、“研”这七个字（见〈我在史语所〉，《古今论衡》创刊号， 1998：70-80）。
“挖”主要是参加安阳的发掘，然而即使于一九四八年到台湾之后，仍然主持了埔里大马璘、圆山、
十三行、江头、唭里岸、大园尖山等史前考古遗址。
“整”是整理考古发掘的3各项标本与纪录，这是考古学家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就以安阳殷墟的发
掘来说，石老师的整理工作，至今尚在进行。
“调”是田野考古学调查，石老师对于考古田野调查的热衷，可以说是走到哪儿就调查到哪儿，其中
除了河南商周遗址的调查之外，要以他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调查工作遍及宁夏、甘肃两省，调
查工作曾经深入敦煌的莫高窟等地，以及嗣后又调查的陕晋诸地，时间长达四年之久。
即使在抗战期间，自南京沿途押运古物至大后方，也曾在长沙、昆明、四川李庄等地，以及来台以后
，在桃园杨梅一带去调查民间的传统工艺技术。
“接”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史语所要自四川李庄复原回南京。
石师被派为代表自日人手中接收回复史语所在南京鸡鸣寺旧址的办公大楼。
“教”是指来到台湾以后，李济先生于民国三十八年在国立台湾大学创设考古人类学系（考古系），
石师曾兼任教职，讲田野考古学等课程至四十八年的教学事迹。
考古系早期的毕业生如李亦园院士、张光直院士等均经受教。
“告”和“研”也是指一九四九年来台后为安阳殷墟的发掘撰写报告和其他研究工作。
石师可说是集其一生的事业于中国考古学，主要著作有专书十八本，论文一百余篇，真是著作等身。
这本口述历史的纪录，是由陈存恭先生主导的小组经过五十三次访谈的成果。
石师对于这项口述的工作，基本上是依编年大事记的构想来处理的。
并且在他叙述每件事之前都会提出时间和主要出现的人名、地名等资料，以避免纪录者笔误。
访谈至第五十次，在时间上仅及一九七一年。
石师因听说此书已经有三十余万字，将超过原订的篇幅，就此打住，从这些小处均可看出石师心思的
绵密，处处为他人着想的风格。
其实在其后的三十多年中，石师曾于一九七八年当选第十二届院士，一九七九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七
月间兼任考古组主任等的经历，其间可叙述的事尚多。
本纪录成稿三十六万言，全由任育德女士费心整理，经陈存恭、陈仲玉及史语所陈光祖先生校阅后送
呈石师修正定稿，复经近史所陆宝千、潘光哲两位先生审查校正，由近史所口述历史组通过出版，出
版业务承沈怀玉、任育德两位女士处理，值出版前夕仅代表近史所向上述有关人士致谢，至于有所缺
憾尚望识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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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玉于二○○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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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岁学人亲历中研院、史语所七十年兴衰、人事更迭。
畅谈平生经历及学术生涯。
翔实报告殷代建筑物基址墓葬群灰坑，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发前人未发之高论、于河南、陕西、甘肃等
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对台湾古代文化遗址发掘，成果颇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

作者简介

陈存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院。
陈仲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任育德，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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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崔家坟、疙瘩庙、杜家坡、姜嫘嘴、白龙湾、礼贤村、飞凤山等十九处，都是渭河
流域，离渭河相当近，有规模的遗址大概多属这种地形。
沼旁渠滨，渠常常是人工挖掘的，不过这里是从很低的池子（当地人称沼）挖出渠的，兆丰桥就是这
种地形。
这些地形是否适用于其他地方，或许有部分适用，因为只要遗址附近有小河、有山，就会有类似的地
形。
 七个时期是以陶片所呈现的特征来划分，当然并不是说一个时期是一个地形而已，有的地形有好几个
时期。
起名字只是说它这个遗址具有某一个时期的代表性而已，这跟地形、山、水的流域有关，也跟出土的
器物有关。
第一期是龙马期，这里的陶片是最早的，彩陶很少，以红陶为主，彩陶陶片只画有红色条子或方格。
这里还找到石斧。
地形大部分在比较高的地方，住的人也比较少，属于小遗址。
第二期是邰县期，也是彩陶遗址，多一山三水地形，因为我在老虎煞发掘，有找到一些遗物，所以认
识较清楚，龙马也是一样的情形。
我在报告中有较仔细的统计。
这里有红陶、灰陶，黑色花纹很多，大型的钵、盆、瓮较多，也有石斧、石环。
丰镐期为第三期，分布在渭水流域一带，丰都不是这期的，丰的下层是彩陶、上层是拍纹陶。
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周都的地层与器物，只能确定位置。
这个遗址相当大。
就像小屯是殷代的都，下头也有龙山期遗址，两种情形很类似。
我们找的就是有龙山期的遗址，至于周都究竟是否有拍纹陶，则因为规模很大，又被汉武帝挖了昆明
池，所以地层混乱，或许原来的周都已经不见也有可能，这就需要好好的发掘才行。
我现在只能确定丰镐期比邻县期还要晚。
这里相当特别的是找到了磨光的石戚，就是古代砍头的兵器，比起石斧还要进步。
浒西期是第四期，这里没有找到石斧，地形多属于双河交会，以灰陶为主，分布在丰水流域。
 第五期是斗门期，地形是河滨弯嘴，灰陶时期，在这里找到了盛东西的豆、盛水的鬲。
鬲在殷墟找到很多，而斗门期是早期鬲，有三条比较尖的腿。
我在斗门镇也做了挖掘，所以也比较确定。
张家坡是第六期，张家坡也是河滨弯嘴，渭水流域一带，鬲很多，豆也不少，也出了铜器。
大陆在我调查之后也在此地发掘，找到很多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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