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自
1921 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以来，中国现
代考古学已走过百余年历程。2021年，在国家文
物局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
主办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2022
年年底，这个中国考古学发展极富阶段性总结意
义的成果，以大型学术画册形式，正式与广大读
者、考古工作者见面了。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精炼地将百年考古成果
集结于一册。如何在篇幅限制的情况下讲述考古
百年的发展历程是本书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本书
体例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在简要介绍各个遗址概
况的同时，也注重考古工作与研究成果所阐释的
遗址性质与意义；不仅展示发掘和出土文物的情
况，对学术研究的探讨和大遗址公园的建设即考
古成果的运用方面均有着墨，覆盖发掘时、建设
后、资料整理、学术科研等方面，做到精简而面面
俱到地体现工作成果。

100 个重大考古发现遗址以时间为线索排
布。以 5处旧石器遗址为代表，厘清中国最早人
类的来源和现代人起源；33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探源中华文明，呈现了距今13000至3800年间中
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漫长历程；25 处夏商周时
期遗址勾勒青铜王国文明，揭示中国国家形态从
原始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37 处秦汉及以
后时期遗址展示大国气象，2000 余年的都城规
划与建造，在秦汉开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
程之时，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代表“多元”与“统
一”已深深渗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

本书是向党的二十大献礼之作。在河南省三
门峡市召开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纪

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对百年来中
国考古学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考古界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
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
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
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书系统地回顾了中国考古百年发展历程
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人类起
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
发展、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的重要成果，蕴
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记录、印证、丰富了悠
久灿烂的中国历史，代表了中国考古百年历程的
最高成就。100年来的考古学实践不仅完全重建
了中国史前史，也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有文献以
来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

本书集中体现了中国考古人的百年奋斗和
辉煌成就。这些遗址涵盖聚落、城址、陵寝、墓
葬、洞穴遗址、矿冶遗址、窑址、沉船遗址等多种
类型，从深山到水下都有考古人不断探求的身
影，他们不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
西”为学界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研究材料与观
点，他们的另一使命是探寻中华文明的根源，破
解文明的密码。从推翻“中国文化西来说”到中
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从三代考古证明中国
文化“多元一体”到秦汉考古揭示我国进入统一
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开端，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
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国考古学的发
展有目共睹，“古代文明理论”、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规划实施也为考

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正如文化

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序言中
写道：“回首中国考古百年历程，更知考古工作之
重要，更感职责使命之光荣。希望广大考古工作
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重
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
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
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百年考古，硕果累
累，中国考古学迎来了黄金时代，相信下一个百
年会再创辉煌。

全书选用了 128克哑粉铜版纸，纸张略微有
一点点淡黄色，使得本书典雅怡人。封面居中压
凹“何尊”侧视图案，中间烫金“中”“国”两字装
饰，取自“最早的中国”何尊的铭纹。内文的地脚
左右中间分别放“中”“国”2个印章式图案作为
装饰也来自于此。每个重大发现多选取一些遗址
（墓葬、墓地）远景、发掘现场照片，给读者以深刻
而独特的印象。部分出土重要器物放置中性灰底
色上面，少量铺以四色黑底，以此大反差突出器
物颜色和质感。封面、内文版式设计新颖别致，全
书印刷精良，装订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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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21日，即农历大
年三十下午，当我收到洛阳龙门
石窟研究员杨超杰寄来的新作

《龙门石窟纪年造像图典简编》
时，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亲切，见
书如见人，这才是最好的新年礼
物。

《龙门石窟纪年造像图典简
编》一书，为杨超杰、陈莉、朱佩
三人合著。全书包括序言《龙门
石窟纪年造像概说》、凡例、图版
目录、正文、索引等五个部分。共
计30.9万字，图版244幅，四色印
刷，334页，16开本。

在序言中，作者简要介绍了
龙门石窟的开凿历史、文化内涵
及其学术地位。目前，龙门东西两山留存的窟龛
2300多个，雕像近 11万尊，碑刻题记 2800余品，
题记字数达到30余万字，为世界石窟之冠，堪称

“石刻史书”，为龙门石窟一大特色，其中的 700
余例窟龛造像有明确纪年，从而建立了一个井然
有序的龙门石窟窟龛年代序列，为时代不明的窟
龛提供了断代标尺和依据。

该书收录了具有明确纪年的 219 例代表性
窟龛造像。每一例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位置、
时间、形制、尺寸、造像组合、造像龛内容、造像记
释文等。发表的窟龛图像均为彩色照片，部分窟
龛附有拓本。

此书的最后一部分为《龙门石窟纪年造像索
引一览表》，列出938例纪年造像基本信息，包括
序号、窟龛名称、纪年、位置、来源、备注。资料主
要来源于两部书，一部是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
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另一部为日本学者水野
清一、长广敏雄合著《龙门石窟的研究》。

《龙门石窟纪年造像图典简编》的定位是学
术研究的工具书。其编纂体例沿袭传统的上图下
文式“图典体”，此类编纂方式早在 20世纪 90年
代《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藏传佛教金铜佛像
图典》等书中已开始运用。将该书放在龙门石窟
学术研究史的视野中来考察，则具有其独特价
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材料选择方面，该书重点收录了龙
门石窟纪年窟龛中的精品。在此之前，1941年日
本学者所著《龙门石窟的研究》，1998 年中国学
者编纂《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1999 年刘景
龙、杨超杰合著《龙门石窟总录》12卷本均涉及
龙门纪年窟龛。所以，在《龙门石窟纪年造像图典
简编》末尾附有《龙门石窟纪年造像索引一览
表》，主要是基于前面两部书的研究成果制成此
表。上述三部著作内容广泛，体量庞大，纪年窟龛
材料淹没其中，不易查找。《龙门石窟纪年造像图
典简编》的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才精选出
龙门石窟最具代表性的纪年窟龛材料，纂成此
书。还将前述两部书的研究成果以索引附表的形
式呈现出来，新书收录的资料则在附表中用星号
标出。既客观反映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表
明新作研究的继承性，从而有利于今后学界同仁
的比较研究。

第二，在内容编排方面，该书按照从早到晚
的时间顺序，重点呈现龙门石窟造像最为兴盛的
北魏至唐代阶段。在所选造像题记中，北魏纪年
窟龛年号有太和、景明、正始、永平、延昌、熙平、
神龟、正光、孝昌、武泰、建义、永安、普泰、太昌、

永熙等15个，年号几乎涵盖了整
个北魏后期。之后有东魏天平、
武定，西魏大统，北齐天保、天
统、武平以及隋代开皇、大业年
号。唐代年号有贞观、永徽、显
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
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永
淳、文明、光宅、垂拱、永昌、载
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
圣、万岁通天、圣历、大足、长安、
神龙、景龙、景云、延和、先天、开
元、天宝、贞元等35个，几乎包括
了初唐与盛唐的所有年号。北宋
年号有开宝、元丰。由此反映出
龙门石窟开凿时代蝉联、魏唐突
出的窟龛造像特点。

第三，在图版印刷方面，《龙门石窟的研究》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龙门石窟总录》三部
著作，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均为黑白印刷，而《龙
门石窟纪年造像图典简编》一书为全彩精印，较
为真实、客观、细致、立体地展现了窟龛形制、造
像组合、雕像纹饰、石刻质地及保存现状等主要
信息。

上述三方面正是此书的特色所在，值得充分
肯定。读罢此书，掩卷遐思，感觉书中个别地方的
提法含有新的观点。例如，该书第1例“尉迟造弥
勒像”，作者将其年代定为北魏太和九年（485
年）十一月。实际上，对于这一造像记是“太和九
年”还是“太和十九年”，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从
图版与拓本中也能看出该处残损的一些端倪。虽
然是作者的认识，无疑会重新引起学者的再次关
注，也期待更加详细的解读和分析研究。

被洛阳民间称作“石窑窝儿”的龙门石窟，神
秘悠远而又充满梦幻色彩。近五年来，由于笔者写
作《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之辩证》一文
的缘故，曾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一书翻阅
十余遍，从中检索出撰写论文所需要的资料，所以
对龙门石窟中的唐代造像题记较为熟悉。笔者认
为，杨超杰等著《龙门石窟纪年造像图典简编》，可
以说是龙门石窟纪年造像资料的精华版，不仅对
于佛造像的分期断代起着标杆作用，而且对于佛
教石窟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
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是，该书的内容为简编，
更加全面、系统、完备的基本资料的呈现，实乃从
事石窟研究的期望所在。

在龙门石窟 670 号龛内凿刻的唐代开元三
年（715年）《前秘书少监韦利器等造大弥陀等身
像》题记有云：“斯石不朽，兹山永固。穷佛劫以长
存，拂天衣而无尽。”“斯石不朽，兹山永固”，寄托
了唐人对于龙门山上的石窟雕像与造像题记永
恒留存的美好希冀。岁月流转，像记渐毁，东西两
山残存至今的2800余条造像题记仍然承载着巨
大的历史信息，该书所选219例纪年窟龛造像学
术意义影响深远，“斯石不朽”可以视作对其学术
价值的最高评价。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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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进行年度文保人
物和团队评选活动中，知道北京有个周莎及
其团队利用业余时间长期坚持在做京城王爷
园寝的走访研究，感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在城市快速发展中，面对逐渐消失的
历史文物和古迹，很多人无力保护，但尽己之
能，拿起笔与相机，将其记录下也是好的。没
有想到，周莎将这一事业坚持了十余年，并记
成一本 40 余万字、图文并茂的书。这件事情
也深深感动了文保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谢辰生
老先生，他亲自为图书撰写了推荐序言并题
字。古代帝王陵研究权威、南开大学的刘毅教
授也从资料与学术角度对图书给予了较高的
评价，则更是出乎意料。因此，不能不对其人、
其事、其书深表敬佩。

文物是历史记忆与文化的载体，北京的特
殊性之一就在于它长期是作为帝都，具有丰厚
的皇家文化遗存，除了故宫天坛帝王陵等，王
爷园寝也是其中重要的构成部分，但却一直不
太受重视。记得参观辽宁抚顺张作霖的元帅林
时，看到张家从北京西郊的王爷坟等地拆运来
大量的石牌坊、石像生、石五供、华表、棂星门
及丹壁等等原汁原味的精美明清石刻，当作原
材料为张墓所用，曾唏嘘感慨世事沧桑与文物
古迹的不幸命运。近现代中国的国运变迁包括
近数十年来快速的城市化浪潮，受损的文物古
迹不在少数，像王爷园寝这类不受待见的，状
况更是堪忧。希望这本书和其中的宝贵资料能
够引起识者的重视，更能引发人们关爱和保护
相关文物的情感。

2006年初春，我利用学习的课余，组建了
业余考察文物史迹的考察队——承乾考察队，
旨在对北京现存的清代王爷园寝进行实地考
察。从 15岁起，我就对陵墓探遗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流连在巍峨庄严的建筑与碑石之间，仿
佛可以触摸到历史。最初萌生关注陵墓保护的
想法，是在参观清东陵的昭西陵之后。昭西陵
位于清东陵的风水墙外，埋葬的是大清兴国太
后——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由
于陵墓年久失修，早已残破不堪。孝庄皇后的
一生经历传奇，她辅佐孙儿玄烨缔造了康熙盛
世的辉煌。然而，她的陵墓却一派破败景象，令
人惆怅。也许是缘分，大学期间我和班里同学
聊天时谈到了尽己之力保护文化遗产的想法，
并得到了几位同学的认同。作为班长，由我发
起在班里组建了承乾考察队，承乾者，意在继
承乾元，传承学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我们商定从调查北京及周边清代王爷园
寝入手，考察其现状及保护情况。随后，我们找
来了清代王爷园寝专家冯其利老师 1996年出
版的专著《清代王爷坟》，将此书作为实地踏察
的参考依据，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考察历程。
从 2006年 3月 9日开始，至 9月 9日结束，持续
半年，共考察了49座王爷园寝。

行走在广阔的乡间田野，清代王爷园寝的
荒凉与残破状况令我印象深刻。有的园寝经历
岁月洗礼，碑楼上的琉璃瓦摇摇欲坠；有的园
寝被废弃，地宫内堆满垃圾；有的园寝内的墓
碑被推倒，上面堆满杂物或是被当作喂牲口的
草料台，碑文被舔食模糊；有的园寝地面至今
仍保存有墓冢，但规模已今非昔比……其实，
这些园寝就分布在城市的周边，但却被大多数
人忽视着、轻视着。翻开我们的考察记录本，上
面如是记载着：

“位于石景山区的瑞怀亲王园寝，毗邻福
田寺村。考察中我们遇到了守陵人后代潘先
生，他为我们讲述当初他曾参与拆除地宫的工
作。据他回忆，去年（2005年）瑞王坟还有红墙，
宝城，三合土等遗迹，2006年5月20日我们考
察时仅存碑楼，而且破败不堪，摇摇欲坠。”

“位于密云区穆家峪的定王园寝，考察时
我们发现了精美的地宫，最痛心的就是地宫被
当作垃圾站，里面扔有废棉被、垃圾、塑料瓶等
生活废弃物。地宫拱券上的雕刻十分精美，地
宫内被积水覆盖，足有一人膝盖之深，水渍泛
黄，约有0.3米深。”

“位于房山区崇各庄水库的惠郡王园寝的
螭首龟趺碑，碑文上的文字，几乎被羊群舔
平。”

“位于门头沟的坡头村贝子园寝的螭首
碑，现被埋在土中，去考察的时候上面堆满了
杂物，当院主人听说我们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协
会会员时，顿时意识到了对文物的破坏。打扫
过后，碑文清晰可见，但是上面有一些施工水
泥，已经无法除去。”

“位于房山区西甘池的顺承郡王园寝，保
存较完整。在考察中我们遇到守陵人曹殿章老
人，年逾古稀的他，依然能记起当年家族守陵
的情形。据老先生口述，顺承郡王园寝按时间
的埋葬顺序分别是：老府、老南府、二龙岗、北
府、南府。现在仅存西甘池村的四座墓冢。”

考察过程中，我们非常注重资料的收集与
整理，截至目前，已拍摄并保存有几万张清代
王爷园寝的照片，有时同一座王爷园寝，就拍
摄上百张照片。照片从整体到局部，如神道桥、
墓碑、享殿、宫门、朝房、地宫、宝顶、石门、门
簪、棺床及各种细部、雕刻图案，现存遗址都一
一拍下来。考察中涉及的三四十座王爷坟，都
是我独自一人前往的。有些王爷园寝，要倒四
五次公交车，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
这些都是常事。

目前政府资金有限，要对这些陵寝逐个保
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如果能加大宣传普及
力度，提升文化遗产所在地居民的文物保护意
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在保护。身为 80后
的北京人，我决心利用现有考察资料，撰写一
本关于清代王爷陵寝的书籍，让公众了解考
古、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带动更多的人关注文
化遗产保护。

对于清代王爷园寝，典章文献记载得十分

有限。20年前，仅有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冯其利
先生去实地考察收集口碑，写成了《清代王爷
坟》（紫禁城出版社）。10年前，笔者有幸与前辈
冯其利先生合作了《重访清代王爷坟》（燕山出
版社）。然而，10年已经过去了，散落在北京地
区乡间田野的清代王爷园寝状况如何？其遗迹
是否完好如初？鉴于此，有必要对清代王爷园
寝再次探访，进行一次全面且细致的踏察及记
录，为文物保护工作、清代王爷园寝研究和清
史研究工作提供全面准确的资料。

2016年，笔者对北京及周边的清代王爷园
寝，进行了十年后的再次考察，并将考察成果
撰写成《清代王爷园寝研究》。书中对之前《重
访》一书中漏掉的门头沟区冯村邓家坡的克勤
郡王亨元园寝之墓冢、昌平区仙人洞村的追封
郑亲王经纳亨园寝的平桥、密云不老屯的乾隆
皇子园寝现状进行了图片补充，删除了郡王园
寝以下级别的墓葬，仅以遗迹表格的形式表现
出来，增加了辽宁省辽阳市东京陵乡东京陵村
内的庄亲王园寝。加入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
代王爷园寝“样式雷图档”，诸如瑞怀亲王园寝
平格地盘画样图等以及笔者实地拍摄的陵寝
现状照片 381张，对螭首龟趺碑进行了数据测
量及碑文内容的校录。同时，在实地踏查的基
础上，对地面建筑、地宫形制以及清代王爷园
寝的丧葬形式进行了研究探讨。由于笔者学识
有限，疏漏之处还请诸位专家学者、读者朋友
们不吝赐教。

值得一提的是，一生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
的老前辈谢辰生先生，对我们考察所做的工作
非常认可。当向谢老汇报考察成果后，年事已
高、步入耄耋之年的谢老不顾眼疾，欣然为该
书作序，并为晚辈题词：“一生一世坚守文物，
薪火相传以此为志。”这不禁让人想起 2009年
谢老被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保护终身成就
奖”时的感言：“历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
的魂，我们不能断了根，丢了魂。我是人民的儿
子，我深爱着这片大地，深爱着中国文物保护
事业，我可以为此献出一切……”前辈先贤们
用生命保护文物的事迹，永远激励着我和我们
的考察团队，以吾辈之青春，守护文物之永存！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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