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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维持下来，唯有中国这
个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
我国的文化文明史从未中断，一脉相承，屹立于世界之林，历久而弥新。
　　我国文化起源于上古，大致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是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
同时又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不断交流、渗透和大融
合的结晶。
　　今天，我国正处在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
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百年大计、千秋功业，因此可谓当
务之急。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要有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小学生和拥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和了解我国文化传
统史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以更好地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
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应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我在大学教了大半辈子的书，我以为现在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正在慢慢下降，原因可能不在大学，而在
中学，中学底子如果没打好，到大学再改造就困难一些。
　　书是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的精神产物。
我们讲综合国力，书籍也要体现综合效益。
大专家写小文章是件好事，此书几万字，看起来举重若轻，但背后有很多学问的支持，像演话剧，前
台搭的东西并不多，其实后台有好多支持前台演出的东西。
该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部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要走进全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
更要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们伟大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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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以反映中国在20世纪变迁中的文化底蕴为主旨，通过记述文化遗存逸事、
人文事迹节操、社会风俗流变，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
大师给你讲中国文化之中国青铜文化，《贾兰坡谈北京猿人》内蕴深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叙述北京
猿人的有关知识，深入浅出、轻松有趣、娓娓道来，让孩子们在博大浩瀚的中国文化中吸其润泽、修
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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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兰坡，河北省玉田县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
贾兰坡1929年于北京汇文中学高中毕业，未上过大学。
193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当练习生，当年被派往周口店跟随裴文中搞发掘。
1935年，裴文中到法国留学，贾兰坡挑起了主持周口店发掘的工作。
1936年11月15日至26日，贾兰坡在11天之内发现了三颗“北京人”头盖骨而再次震惊世界学术界，这
是继裴文中1929年发现的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发现。
贾兰坡的成功都是他孜孜不倦、勤奋刻苦自学的结果。
贾兰坡一生著作等身，成果丰硕，已出版有四百多篇（部）作品。
他特别对科普创作情有独钟。
　　贾兰坡一辈子诲人不倦，桃李芬芳，为培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贾兰坡对第四纪地质、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和考古等方面都有很多研究，在旧石器的考古方面，成绩
最为显著。
由于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他曾多次被日本、美国、瑞士、阿尔及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邀请去讲学
，受到同行们的热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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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生时代第二章　初到周口店第三章　主持周口店发掘第四章　抗战岁月第五章　重振周口
店第六章　流逝的岁月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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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生时代　　1908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河北玉田县城北约七公里的小村庄——邢家坞。
这个人口不足两百户的村子，北临山丘，南望一片平原，土地贫瘠，村民的生活比较贫困。
　　据坟地碑文记载，我们贾家原籍河南省孟县朱家庄，在明代初期才迁移到邢家坞。
　　听老一辈人说，我的曾祖有兄弟两人，大曾祖父没有儿子，按我们家乡当时的规矩，需要把我二
曾祖父的长子，即我的大祖父过继给大曾祖父。
我的二祖父也没儿子，又从我三祖父一门中把我的父亲过继给二祖父。
由于生活困难，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只身到北京谋生。
　　我们村里有个叫宋竹君的，据说他是从燕京大学的前身——汇文大学（后改为汇文中学）毕业的
，在北京英美烟公司任高级职员。
经他介绍，我父亲也进了英美烟公司。
父亲本名贾连弟，号荣斋。
他工作的部门叫“调换处”，实际上是做一种广告性质的工作。
人们只要能集到一定数量英美烟公司出品的香烟空纸盒或烟盒内的画片，就可以到调换处换取挂历、
成套茶具及小玩意儿等物品。
　　由于工作日渐有起色，人来人往日渐增多，人们都习惯称父亲为荣斋，而他的本名反而没人叫了
。
当时父亲每月薪水18元，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需花8元，其余10元就托人捎回老家，家中的日子自然
好多了。
　　我家村后的东山上有两个山洞，一大一小，我常常跟着其他小孩到小洞里探洞玩。
大洞深不可测，我们从来不敢进去。
我们有时把石头打成圆球，从山上往下滚着玩，想不到这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发现石器的打制过程和
用途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在村北的小山下，还有一条南北向的细长的水坑，这也是我们孩子们常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常在
坑里洗澡、打水仗。
我还常常到地里逮蝈蝈、捉蜻蜓和小鸟。
在鸟中，我们最喜爱“红靛颏儿”或‘‘蓝靛颏儿”，凡是我们网着的鸟，除了这两种，其余统统放
生。
当然我们小孩之间，也常常为逮乌打架，母亲只是拉开了就完事了，最多打几下屁股。
她不许我骂人。
骂人准挨一顿掸把子。
　　我外祖母家在门庄子，位于邢家坞村和玉田县城之间，地处平原。
风光秀丽，也是个两百多户的村子。
外祖母住在村前街的西头路北，家中有五间北房。
东侧一条路通往后街小路，东边有个数十米长、直通南北街的大水坑，水坑东西有三四十米长。
前街路南有一块菜园，冬季多种大白菜，夏天除种各种蔬菜外，还种甜瓜、西瓜等。
外祖母家我也非常爱去，除了有水坑可以游泳外，更因为那块很大的菜园子里有很多好吃的瓜果和蔬
菜，比邢家坞的菜多了很多，何况还有一个比我大13岁的表兄，他常带我去水坑里摸鱼和捉螃蟹，又
好玩又能解馋。
　　大约到7岁，我在外祖母家开始上学了。
当地没有学校，读的是私塾。
所谓私塾，就是在老师家上课。
老师教几个学生，屋里没有课桌，只有个方桌，炕上放个炕桌而已。
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我还记得，老师叫谷显荣。
每天进老师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牌位行作揖礼，然后各就各位，背书或描红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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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完了三本小书，又学了半本《论语》，谷老师因病去世了。
我就到邻村跟一位叫“李小辫子”的老师学。
当时已是民国，但他还是清朝打扮，留着辫子，所以当地人都叫他“李小辫子”，而不知他的大名。
他对学生管得很严，背书背不下来或背错了，都要挨掸把子。
他给我们讲的课文，我们听了有时虽然似懂非懂，但因怕挨打，背得都很熟。
所以到现在什么“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大约到8岁，《四书》读完，又读了点《诗经》，我的外祖母去世了。
此时邢家坞也有了私塾，我又返回自己的家继续读书。
　　应该说，我识字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戴明虽未上过学，但聪明而知晓大义。
村里有个叫王雍的老头识字最多，他看的小说也多。
每到夏天，大家在一起乘凉都会叫王雍讲故事。
母亲常把听来的故事再讲给我听，都是一些“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之类的。
母亲一边讲一边教导我要学好人，不要做坏事。
后来母亲对小说也着了迷，就借来看，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地方就请教王雍，天长日久，也认识了很
多字，可就是不会写。
到后来，她连不带标点的木版印刷的小说也能看得懂。
　　父亲在北京做事，家里有了活钱，生活自然好多了。
母亲要求我穿戴不能与其他孩子有区别，我只比别的孩子多件内褂和内裤，外面仍是粗布衣裤。
别人家的孩子在玩的时候都背着背篓，边玩边拾柴，母亲也叫我背一个，不要求拾多少柴。
就是不能比别人家的小孩有特殊感。
这对我作用很大，以至后来，我对待他人，不管职位高低，都能一视同仁，这不能不说是母亲当年教
育的结果。
　　虽然父亲每月捎钱来，但家里平时仍是早饭玉米渣粥加成菜，午饭和晚饭是玉米面贴饼子加上一
锅菜，有时是小米饭。
当然，过节和有客人来时就不一样了。
有时为了给祖父下酒，母亲会炒个菜，祖父总想叫我一起吃，母亲反对说：“小孩子家，吃喝时间长
着呢！
不在这一口两口。
”过年时，客人给的压岁钱，都得如数上交，母亲又说：“孩子花惯了钱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但过年的新衣、新鞋母亲总是早早就做好，当然还有灯笼、鞭炮之类的玩意儿。
所以过年是小孩子最盼望的了。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
虽然家境不是很宽裕，但童年的生活非常愉快，无忧无虑。
至今我还常常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我13岁那年，正赶上直奉战争，奉军溃败，逃兵很多。
他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到处抢劫，用他们的话说：“打是米，骂是面，不打不骂小米干饭。
”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父亲对家里很不放心，他便决定抽时间回到家里探亲。
一路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使他胆战心惊。
他决定不在乡间久留，便雇了两辆骡子拉的轿车（即车上装个布围子），带着我的祖母、母亲、姑母
和我及妹妹一起到北京暂避。
轿车每辆可乘四人，乘一人或乘四人都需花4块银元。
平常从老家到北京需两天的时间，这次走了三天，因为怕碰上逃兵，我们有时只好绕着道走。
途中的栈房（能停车辆的小旅店）都被兵占据了，我们只好借宿到百姓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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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百姓家对往来借宿的客人都很热情，供吃供住，还不当面收钱，客人要给钱就给小孩，借给小
孩买吃的为名，还了这份人情，否则人家会说“我家不开店”，叫你下不了台。
　　进了朝阳门，到了崇文门外翟家口恒豫隆丝线店已是掌灯时分。
当时北京大多数人家还没装电灯，用的都是煤油灯。
　　我们的落脚处是父亲在我们来京之前预先托朋友找好的。
这原是一家闲置的店铺，托恒豫隆代为照料。
我们只占用了五间朝东的正房，其他房间还闲在那里。
当时的人很迷信，住房子要看了风水才能决定，特别是作为买卖用的铺面房。
我们临时租住的这幢房子，因有人说里面不干净，闹过鬼，所以很难租出去。
租不出去，还要花钱雇人看管，房东当然愿意有人租这房子住，这样证明里面没有鬼；我父母又是不
信神不信鬼的人，即使旧历年节也没烧过香或祭过灶王爷，这事对双方当然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时，我父亲辞去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作，在前门外打磨厂集资开了一片商店——义兴合纸烟店。
店子的主要股东是义兴合钱庄，经理是个叫史冠德的山西人。
纸烟店就在钱庄的东隔壁。
　　虽说父亲辞去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作，与别人合伙开了纸烟店，但并没有完全脱离英美烟公司，他
专门负责批发英美烟公司出产的纸烟。
当时这类烟店，京城共有四家，分布在北京四个区，每区一家专卖店，出售不许越界。
当然父亲的薪金也比过去多了，年终还能分到红利。
　　在京呆了半年之久，地方上已经平静，老家的叔叔来京接我祖母等人回家。
我母亲陪着祖母、姑母及妹妹一行人又返回了邢家坞。
　　妹妹贾英伯在家时也读了很多书，且非常聪明，《诗经》背得很熟。
她本想留下来和我一起在北京读书，但因家人一走，我父亲便把原租住的房子退掉了，在纸烟店我们
爷俩合着住，妹妹留下来挤在一起不方便，所以她不得不和母亲一起返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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