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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著称于世。
现代考古学证明中国是个具有超百万年文化根系，一万余年文明起步，五千余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
然而，对中国古史和文化起源的错误观点，曾长期主导了西方人的头脑。
早在17世纪中叶，就有西方传教士提出中国文明来自埃及。
19世纪后半期欧美兴起了近代考古学，中国被断定没有石器时代，中国文化是由外部传入的。
其中以从西亚、中亚传播而来的说法占主导，这便是“中国文化西来说”。
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史学疑古思潮和近代考古学引进中国后最初几年的考古发
现，大大助长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疑古学派对中国传统古史体系发起挑战，主张用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
，但他们对传说时代古史的过多怀疑与否定，迎合了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观点，而标志了中国近代考
古学诞生的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以及随后几年他在陕、甘、豫西等地发现的仰
韶文化的彩陶，被看做中国文化由西传播而来的物证。
这种彩陶文化发现愈多，也就愈加证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正确，中国文化西来说几乎成为定论。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大的学术公案。
　　当时，一些中国学者在对疑古派的工作表示敬佩的同时，也认为他们走过了头，更不同意中国文
化外来说。
以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者为代表，认为中国古史的形成是极复杂的问题，中国史前
文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他们推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应存在不同于西部地区的固有文化。
1928年，他们调查了山东临淄齐故城和历城、平陵城等地，在调查后者时发现了城子崖遗址。
1930年，原中央研究院和当时的山东省政府共同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任委员
长，同年11月由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李济主持，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上下叠压的灰陶文化
和黑陶文化。
下层黑陶文化的黑陶器，漆黑光亮，极其精美，其中有陶胎薄如蛋壳的黑陶片，令人叹为观止。
同时还发现了卜骨和夯筑城垣，同殷墟卜骨和夯土类似。
这一黑陶文化同早先发现的彩陶文化迥然有别，显然属于另一文化系，且和殷墟文化有联系，给发掘
者以求仁得仁之惊喜。
翌年夏，李济在殷墟后冈发现了殷墟文化、黑陶文化、彩陶文化依次叠压的三叠层，提供了黑陶文化
早于殷墟文化、晚于彩陶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的结论。
这一重要发现促成了同年秋对城子崖遗址的再发掘。
这次发掘，改进了发掘方法，以考古地层学原理指导发掘，绘制了考古地层图；对城垣作了重点发掘
，得出了黑陶文化期人们在此居住了相当长时间以后才开始筑城，在此城逐渐倒塌以后，灰陶文化期
人们又继续筑城的结论。
1934年，《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
编辑者原计划以殷墟发掘报告为首，因城子崖发掘的重大发现，即变更了计划。
城子崖黑陶文化后来定名为龙山文化，和1921年首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一起，长
期成为中国两大史前文化。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的头等大事，创下了众多“第一”。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史前考古全由外国人进行和倡导的情况下，它是中国学术机构、中国学者自
行调查发现和组织发掘的第一处史前遗址，也是中国东部地区考古发掘的开端，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首
次以考古地层学原理指导了发掘，首先绘制了考古层位图，首先在这里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卜骨，发现
了第一座史前城址，第一座历史时期城址，出版了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从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铺垫了重要基石，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动摇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促使中国文化来源问题的大讨论发生
了重要转折。
城子崖遗址因此而赢得中国考古“圣地”的殊荣。
　　在城子崖黑陶文化期城发现以后的近半个世纪，再未发现龙山文化城，直到1977年以后至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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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80年代中期，才在河南、山东先后发现了王城岗、平粮台、边线王等数座龙山城，但面积都远远小
于城子崖遗址，而且城垣建筑技术也较原始，考古界因对城子崖黑陶文化期城是否是龙山文化城，都
持谨慎态度。
20世纪80年代初岳石文化确立以后，学者们发现《城子崖》一书发表的黑陶文化期遗物中有岳石文化
器物，人们理所当然地推测城子崖遗址可能包含岳石文化堆积，而那座黑陶文化期城是否会是岳石文
化城址？
城子崖遗址究竟是不是龙山文化城址？
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深化认识，加强保护，并为发掘城子崖遗址60周年纪念活动作准备，我们
决定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对城子崖遗址进行钻探试掘。
1989年6月进行了普探，1990年春至1992年夏进行了复探与试掘，获得了重大新成果：（一）查明城子
崖遗址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的城址。
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始建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早期，城垣由堆筑、版
筑方法结合筑成，城属台城，有南北门，其间有道路连接，城内龙山文化堆积十分丰富；（二）确
认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的黑陶文化期城是座岳石文化城，面积约17万平方米，城垣依托龙山文化城垣
采用原始版筑技术筑成，因而城的形制和下层龙山文化城一致；（三）确认城子崖灰陶文化期城基本
属春秋时期，上限可能早到西周晚期，下限大致到春秋末年，战国时已废弃，代之而起的可能是此城
东北方不远的平陵故城。
城子崖龙山城可能直接发展到岳石城，岳石城和春秋城之间则有较长的间隔期。
至此，人们对城子崖遗址的内涵虽然尚有诸多不明之处，但认识已大为深化。
龙山文化时期，城子崖遗址周围是个由40余处聚落组成的聚落群，群体范围明确，占地约1000平方公
里，群内聚落具有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处于塔尖位置的就是城子崖龙山城，它是群体的中心，也是济
南、鲁北地区最大的龙山文化城。
城内遗存丰富，陶器精美雄伟，明显高于一般龙山遗址，并普遍存在，占卜在流行，证明它是上述地
区一个人口众多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座原始城市。
它和群内大批小聚落形成鲜明的城乡分离格局，表明以城子崖为中心的群体社会，已超越原始社会而
处于文明时代。
城子崖聚落群是个龙山文化古国，尉都就是城子崖龙山城。
城子崖考古的新成果，进一步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初城子崖发掘的重大意义和发掘者独具慧眼的远见
卓识，发掘实际上揭开了中国历史拂晓期的帷幕，尽管当时还不可能对此作出准确判断，但发掘者当
时就已指出，只要查明城子崖黑陶文化发展的脉络和分布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大半
了”。
“相信这不但是田野考古工作一个极可遵循的轨道，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极重要的转
折点。
”所以他们决定把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列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之首，“希望由此渐渐地上溯中国文
化的原始，下释商周历史的形成”。
现今中国考古学已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已把一万余年来的中国文化源流展现于世，搭起全国文化区
系类型框架，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模式，证明了以龙山文化的发现、发祥地山东为中心的中国
东部地区，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众多发祥地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龙山时代，是个
古国时代，这一时代和《史记》作为中国历史开篇的“五帝时代”大体一致，证明黄帝、颛顼、帝喾
、尧、舜，确有其人其国，正是龙山时代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而城子崖古国是考古界最早提出的
龙山文化古国。
城子崖遗址因其光辉的历史地位和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现实科学价值，饮誉中外。
在中国考古学八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重大考古发现举不胜举，为以考古发现为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
提供了丰沛的源泉。
这一新兴的文学形式，以宽广的时空，多方位的视角，文学的笔触，生动流畅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展
现了考古论著所无法展现的时代背景、重大成果、发掘情节、轶事趣闻、事物源流、人物和掌故等等
，闪烁着中华文明的灿烂亮光，跳动着历史与时代的脉搏，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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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爱好者和关注中国文化史的人们所欢迎，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重大考古发现借考古纪实文学的传播，无疑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增强
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激励爱国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预见，考古纪实文学将在文艺百花园中茁壮成长，愈开愈艳。
石舒波先生的《龙山春秋》，是此类文学作品中杰出的一部。
全书以20世纪30年代初对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切入点，多方位地展现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和最初
的发展历程。
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艰辛创业和敬业精神，城子崖发掘的社会与学术背景、发掘过程和重大发现，
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城子崖考古的新成果，旁及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书中披露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原始资料、鲜为人知的轶事趣闻，信息量丰富，文笔生花，语言生动活泼
，读来趣味盎然，不忍释卷。
此书无愧为考古纪实文学的佳作。
石舒波先生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多年来勤奋学习，笔耕不辍，在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以业
余时间历经数年写就此书，实为难能可贵。
我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城子崖探掘前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和探掘工作的主持者，有幸先读为
快，谨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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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山春秋》描述了龙山文化遗址发现、发掘、保护的真实过程，介绍了龙山文化的有关历史文
化知识。
全书信息量丰富，文笔生花，语言生动活泼，且披露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原始资料、鲜为人知的轶事趣
闻，读来趣味盎然，不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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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齐鲁大学　　1928年3月24日，正是乍暖还寒时分。
　　天还未亮，济南千佛山下齐鲁大学的一间学生宿舍里就亮起了灯光。
昏黄的灯光下，借宿在此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学生吴金鼎已经起床洗漱完毕。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生于山东省安丘县宋官疃乡万
戈庄村。
他早年是齐鲁大学的学生，这次是专程从北京清华学校回乡参加自己计划中的考古调查活动的。
　　他轻轻地叫醒这间宿舍的主人，自己的同窗好友张敦讷。
张敦讷应声猛地坐了起来，着急地埋怨道：“为，为什么不早些叫醒我？
”　　见张敦讷紧张急切的样子，吴金鼎故意模仿他口吃的样子说：“不，不着急，你接着睡，睡好
了！
”张敦讷又吃吃地道：“快，快吃早饭，别，别误了大事！
”　　张敦讷（1895-1979），字默生，生于淄博市临淄区呈羔村，他是吴金鼎在齐鲁大学时的同学，
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回母校任教，当时已是一名年轻的大学讲师。
张敦讷出身书香门第，因从小患有重度的“口吃”，见人不能出一语，故父母为其取乳名“讷儿”，
其父尝忧叹日：“讷儿口讷，人拙口讷，将来何以舌耕唇耘！
”论年龄，张敦讷年长吴金鼎六岁，因为二人情同手足，吴金鼎便时常开他的玩笑。
张敦讷为人敦厚，心怀宽广，一生追求进步，他执教“必以心血注人，必以求其先知为本”，深得学
生爱戴。
20世纪30年代在济南高级中学任校长时，他冒死掩护当局搜捕的楚图南、胡也频等进步学生出走，因
此被山东督军张宗昌以“赤化”罪名全省通缉，幸得外籍牧师保护，方免于难。
1941年后，张敦讷先生历任上海复旦大学、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民盟省委文教委员。
张先生对先秦诸子见解独到，有《先秦诸子文选》、《老子章句新释》、《墨子精选读本》、《韩非
子新编》、《庄子新释》等学术专著及《大王牛传》、《异行传》、《默生自述》、《耶苏与墨翟》
等传记文学作品传世。
他以超凡的毅力，矫正了自己的“口讷”，孜孜于教书育人，“舌耕唇耘”了半个世纪。
　　二人胡乱喝下几口凉水，吞下两个掺和着高粱面的菜团子，又每人在怀里揣上几块干粮，就推门
朝外匆匆赶去。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济南以东七十多里地的龙山镇，探访闻名已久的东平陵城故墟。
　　在学校门口，他们遇到了一点麻烦。
因为天还未亮，还没到开门时间，又正当兵荒马乱之世，外面天天都有杀人的消息传来，所以门卫为
安全计，对他们二人盘诘再三，坚决不同意为他们提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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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龙山春秋》以20世纪30年代初对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切入点，多方位地展现了中国近代考古学
的诞生和最初的发展历程。
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艰辛创业和敬业精神，城子崖发掘的社会与学术背景、发掘过程和重大发现，
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城子崖考古的新成果，旁及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书中披露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原始资料、鲜为人知的轶事趣闻，信息量丰富，文笔生花，语言生动活泼
，读来趣味盎然，不忍释卷。
此书无愧为考古纪实文学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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