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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底，最新第八版的《考古
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译本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与第六版相比，第八
版修订幅度相当大，某些章节的结构和
内容几乎做了重组，修订过程十分费力
而琐碎，因此邀请了几位考古学新锐帮
助修订。

新颖之处

第八版是对中国考古学着墨最多的
一版。特别醒目的是，在第四章里增
添了良渚的专栏。伦福儒在自序中将
良渚誉为“极具魅力的个案，是回眸
中国早期复杂社会形成的杰出例证”，
这是中国考古学跻身国际学术之林的可
喜进展。

其他值得一提的新内容依次简介如
下：第一章“考古学史”对遗传学、放
射性碳断代做了补充。重写了后过程考
古学和最新思潮，强调了多样化的过去
和原住民考古学，即由美洲和澳洲原住
民群体参与的对他们自身考古遗产的研
究与管理。该章还特地提到了始于 2013
年的“上海世界考古论坛”，认为这个
论坛已经与“世界考古大会”和“史前
史学科联盟”两大国际会议并驾齐驱，
成为一处并不由欧洲学者主导的重要会
场。该章还增加了“日本考古学史”的
专栏。第二章“证据的多样性”将第六
版埋藏学的内容被移到了本章，并做了
调整。作者反复强调背景 （context） 分
析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了解和解释
考古发现，出土遗存的背景是各种自然
和文化信息的主要来源。

第三章“何地”特别介绍了无人机
在勘探地表遗迹和制作图像上的功效。
第四章“何时”详细介绍了遗传学在断
代上的突破。第五章“社会考古学”内
容和结构变动较大，将塞维斯的新进化
论放在专栏里介绍。这章还特别讨论了

“异构”或“平序”（heterarchy） 的概
念，伦福儒和巴恩用这个术语定义为

“一种没有等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或以
不同方式存在的社会阶序。”他们将性
别与儿童、族属、世系等缺乏等级结构
的组织形式放在“异构”的标题下讨
论。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该术语用来讨
论平行的等级制，如古埃及的王权、军
权和神权。这个术语为我们研究社会变
迁提供了新的视角，即社会复杂化并不
仅仅体现在等级和地位的不断分化。比
如，电脑并没有等级结构，主要体现在
平序的复杂性上。社会也可以从这个角
度来观察。

第六章“环境考古”用“亚马孙和
人为的改变”专栏取代了“古代北美的
水污染”。第七章“食谱”介绍了从容
器中各种残渍来提取酒类和各种食物成
分的技术，并介绍了一种提取脂肪的层
析法。增加了探讨西亚新月沃地的“农
业起源个案”、英国“斯塔卡遗址”的
季节性分析、“为巨石阵提供食物”和

“古蛋白质组学”等新专栏。第八章
“工具与技术”增加了“美国西南部的
陶器形制与学习”专栏，这是美国学者
帕特里夏·克朗根据霍霍卡姆和明布勒
斯陶器生产之间的差异来研究能动性的
一个成功案例。该章还介绍了如何从岩
相学分析来分析陶器产地和分布的进
展。第九章“贸易和交换”删除了“趋
势面分析”专栏，添加了“日本的罗马
和新波斯玻璃器皿”专栏。该章还补
充了史前玉器和黑曜石作为珍贵材料长
途交换的内容。第十章“认知考古”增
加了两个专栏，分别是“尼安德特人的
艺术”和“布罗德盖海岬：奥克尼的仪
式中心”，并对哥贝力克土丘的专栏做
了补充。第十一章“他们是谁”的专栏
用“格劳巴勒人”取代了“林道人”，
并新增了“微生物考古”和“理查三
世”两个专栏。本章对遗传学在探索古
人类世系和现代人种群关系取得的进展
上着墨较多，如海德堡人、尼人和丹尼
索瓦人的关系，还有美洲和澳洲土著的
起源问题。

第十二章“阐释”部分有两项比较
大的补充，一是新技术为社会文化变迁
带来的新洞见，特别是分子遗传学和古
DNA为古代人口迁移提供的信息。二是
强调后过程考古学研究个体、能动性和

物质交集的价值。作者提出，就考古学
理论而言，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的争辩大
体已经结束，现在的考古学思想以两
者有趣而相互交融的方法为特点。第
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章的内容基本
照旧，第十五章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的 严 峻 现 状 做 了 许 多 新 的 陈 述 。 在

“国际保护”一节中，特别介绍和称赞
了中国金沙遗址和良渚遗址的保护和
展示。

考古学的进展一般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个就是重大发现，这主要凭借运
气和材料的保存几率，另一个就是运用
技术方法带来的新突破和新认识。从本
版新增的内容来看，技术领域的突破比
较醒目，其中分子遗传学成为近年来发
展最为显著的亮点。第八版以相当笔墨
介绍了付巧妹破译世界最古老现代人基
因组的成果，认为对西伯利亚乌斯季-
伊希姆股骨的遗传学分析，是迄今论证
的具有高质量基因组序列的最古老解剖
学现代人。此外，Y染色体数据为欧洲
早期农耕人群的扩散提供了一种更清晰
的图像。而在欧洲青铜时代初，与库尔
干土墩墓相伴，从黑海北部草原迎来了
进入中欧的颜纳亚游牧者。

新版的启示

本书自2004年第三版和2015年第六
版中译本出版以来，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和年轻学子的欢迎，对我国考古学的
教学和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书
有每隔四年进行更新和修订的良好传
统，将国际学界最新的理论、方法与
实践的进展和成果纳入编撰的内容之
中，使得我们能够体会到这门学科发
展的脉搏和亮点。然而，这本代表了
国际考古学前沿和发展趋势的教科书
在 我 国 大 体 上 被 作 为 参 考 读 物 来 对
待，并没有将其看作是考古专业基础
训练的起点。可能不少人认为中国考
古学研究的对象与世界各国有别，便
把材料和目标的特殊性和民族性也延
伸到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其实，
学术只有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这
可以从长城、故宫、兵马俑、敦煌和
良渚等世界遗产得到佐证。

由于我国考古学目前主要采用的仍
是文化历史学的范式，考古专业的基本
训练和课程还是集中在田野发掘和材料
整理上，对于至关重要的材料解释和历
史重建并没有系统的方法论训练。而应
对材料阐释的技巧构成了有别于考古学
材料处理的技能和方法，而这种阐释和
历史重建要比我们承认的难度更大。长
期以来，我国学界认为考古材料的解释
主观性太强，不值得提倡。这是因为，
如果缺乏阐释上的技能训练，考古材料
的解释就只是一种个人想当然的看法，
难以做到科学的历史重建。我们需要了
解，考古发掘和发现只是收集研究的基
本材料，分类和年代学梳理只是研究的
基础工作。材料本身不会告诉我们任何
历史故事，需要我们像侦探一样来重建
过去。所以，面对考古学历史重建的重
任，我们必须重视考古材料的阐释问
题，并应该成为我国考古学专业训练亟
需加强的一个重要内容。伦福儒说过，
考古学最吸引人地方就是邂逅重要发现
的兴奋，它给人以难以忘怀的愉悦。但
是，这不是考古事业中最重要和最有趣
的部分。真正的挑战是把考古材料以一
种相互关联和合理方式拼合起来，从中
寻找意义并做出解释。这本教材对于考
古学如何从材料收集，通过分析，做出
理论的阐释，提供了非常全面和详细的
介绍。

近年来，我国高校考古学专业的教
学内容和视野虽然有了很大的扩充，但
是其主线似乎仍沿着某种传统的惯性
而持续。这种传统训练的弊端可以在
许多年轻学子的论文上表现出来，比
如理论思维的薄弱导致明显缺乏问题
意识，考古学文化仍被视为主要的研究
对象和分析概念，方法上仍侧重类型学
分析，无论是器物还是科技方法都忽视
背景信息的整合以提炼更多的信息，或
就事论事试图用单一方法或技术解决所
有问题，在解释上也没有实证的训练和
逻辑推理的支持，结论表现为想当然或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个人表述。所
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虚心聆听美国考古
学家路易斯·宾福德在 36 年前对中国
考古学提出的略显尖锐的批评，即中国
的史前综合性探索还没有同全球更好地
结合起来，大多数的研究被缺乏理论能
力和研究技巧的状况所束缚。英国考古
学家伊恩·霍德则指出，考古学家对理
论不感兴趣主要是缺乏实证主义训练所
造成的。

为了进一步缩短学科的差距，我国
高校考古专业课程应该从本科开始训练
学生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能力，努力做到
理论思考的前瞻性和指导性、研究设
计的缜密性、发掘采样的目的性、分析
手段的严密性、信息提炼的目的性和
科学阐释的整合性。无论是史前考古
学还是历史考古学都应当去探索和解
决许多科学前沿问题，努力在理论方
法上有所创新，并在解决特殊科学问
题中获得重大进展，这样中国考古学
才能对世界考古学产生重大影响并做
出更大的贡献。希望第八版中译本的
出版能够为我国考古学的努力方向提
供一个新的标杆。

革命文物虽“小”，却蕴含着百年党史
之“大”，他们是革命历史的载体和见证，
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
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他们
穿越历史的烟尘，打破时空的界限，流传
到我们的手中，无声地诠释着过往的苦难
辉煌历程。

着力加强革命文物基础工作

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是
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保护好革命文物，就
是保护好历史的见证。只有更好的保护，才
有更好的传承，才能更好惠及人民。

2020年，山东在全国率先完成对革命文
物的全面调查统计，摸清家底。近两年，先
后公布两批革命文物名录，认定 1040处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19433 件/套可移动革命文
物，数量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山东投入国家和省级财政资金
1.32亿元，实施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修
缮、刘公岛黄岛炮台修缮和新四军军部陈毅
旧居修缮等一大批革命文物保护修缮重大项
目。还在全省范围开展了革命旧址险情排
查，随即启动全省规模的革命旧址抢险加固
工作，投入近3000万元完成了57个抢险加固
项目。2022年底，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山东省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总体规划》，制定了 2023年至 2025年实施
项目清单，清晰描绘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
蓝图。

昌邑是革命老区，也是著名的渤海走廊
的途经地，抗日战争时期从招远经过这里运
到延安 13 万两黄金，极大地缓解了党中央
当时紧张的财政状况。昌邑市聚焦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围绕创建红色文化特色村，建成
各具特色的红色村史馆近百个。这些村通过
弘扬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既提振了干
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加强了基层组织
建设，又带动了经济发展。

目前推进乡村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作已
在全省铺开。2021年以来，山东组织开展了
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培育创建工作，目前已
有 97个村成功创建，充分发挥了示范带动作
用。同时，山东还将乡村中依托革命旧址展
示列入乡村振兴考核指标，有力推动了 100
余处革命旧址保护和展示工作。

文物要修，还要修好，那就得按照“规
矩”来。“应保尽保、科学保护，不得搞建设
性破坏。”“合理划定保护范围，不得擅自
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革命文物
类保护单位尽可能原址保护，不得擅自迁
移、拆除。”……近日，山东革命文物工作
立足新征程新起点，对标新时代文物工作
方针，出台了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
条”》（试行），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施刚
性约束，给工作“立规矩”，切实强化保护
利用的纪律要求，真正做到为革命文物保驾

护航。

激活各类资源创新展示传播手段

革命文物就像璞玉一样，只有经过精雕
细琢，才能绽放出革命风采。只有通过革命
文物把那些容易被遗忘的英雄、故事、精神
得以展现、铭记、传承，才能充分彰显革命
文物的时代价值和蓬勃活力。山东不断探索
如何让革命文物带着红色精神穿越时空，展
现其蕴含的革命精神，让革命文物真正

“活”起来。
“恢复高考那几年的试卷都是在我们这里

印刷的，80 年代的课本也都是在这里印刷
的”，山东小三线纪念园的讲解员自豪地给观
众介绍。目前，山东把国营山东半导体厂旧
址、山东人民印刷厂旧址等十余处小三线工
厂列为不可移动文物，不少与红色旅游实现
了融合发展。如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的山东人
民印刷厂旧址，完好地保留了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特色建筑，功能区划分清晰，有较
为完整的工业遗存，旧址依托旧厂房打造了

“山东小三线纪念园”，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
来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三线建设
宏大的史诗华章。

近年来，山东各地革命旧址、革命场馆
着力提升数字化、网络化展示水平，丰富表
现手段，利用“互联网+革命文物”模式，通
过“慢直播”“云展览”、短视频、H5、全景
VR等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场景再现，让革
命文物“说话”，让历史资料“发声”。

山东博物馆举办“让党旗永远飘扬——
山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
展”期间，推出“让党旗永远飘扬”云展
览，运用 VR 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制作，利用
文物数字化保护成果制作讲解热点，利用网
络新媒体，推出革命文物“云直播”，持续推
进革命文物数字化展示传播，加强革命文物
资源网络空间建设。与“让党旗永远飘扬”
主题展同步展出的《红色迹·忆》巨幅绘画
作品，充分运用 AR 等先进科技手段，选取
长卷中 29个山东党史重大事件，为每个事件
引入文字、图像、视频、影音、3D动画等党
史文物数据资源，将山东党史文物生动立体
地呈现出来，使革命红色故事与现代科技相
结合，重现百年辉煌历程。

“老乡们，欢迎大家来到识字班，来到识
字班是学文化的……”在沂南县常山庄村，
沉浸式情景剧 《识字班》《跟着共产党走》，
每天都会在红嫂当年居住的院落上演，向来
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展示沂蒙人民拥军支前、
无私奉献的精神。沂南县充分利用革命旧
址，依托发生在沂蒙大地上的共产党、八路
军发动和带领根据地老百姓积极投身抗日救
国、民族解放的真实故事，打造了“跟着共
产党走”沉浸式小院。打破了传统的舞台和
观众的界限，把演出从视觉、听觉感受领域
拓展到嗅觉、味觉、触觉领域，使游客成为

故事中的见证者，提升了革命文物的影响
力、感染力。“沂南红嫂家乡常山庄村——讲
好红嫂故事，赋能乡村振兴”案例还成功入
选国家文物局《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案例
集（2022）》。

多措并举传承好红色基因

在济南东方双语实验学校的教室里，来
自山东博物馆的讲解员王泽甲，正在给孩子
们讲述“一只茶缸子的故事”。1943 年 11
月，日本鬼子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
模的“扫荡”，当时我军主力部队为了粉碎敌
人包围，巧妙地转移至外线寻机歼敌，只留
下鲁中军区 11团 8连 93名勇士奉命佯装八路
军“主力”坚守南北岱崮。93 名战士顶住
3000名日军数次攻击，经过十八个昼夜的激
战后，岱崮连在40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下，以
负伤 7 人、牺牲 2 人的代价，毙伤 300 余敌
人。当时，盛水的水缸被炸去大半截，仅剩
下缸底的泥水，8连战士们就用这样一个茶缸
分水喝。这只小小的茶缸，见证了历史，也
见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

山东已连续创新举办四届红色故事讲解
大赛，并组织优秀讲解员进学校、进机关、
进社区、进乡村、进工厂进行宣讲。有的年
轻讲解员在与革命文物近距离接触中，深切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求解放的崇高品格，以革命历史文物及其承
载的故事为切口，从一名革命文物讲解员角
度谈真切体会，从年轻人的视角感悟党的百
年历史。这个活动策划推出的“开箱吧，红
色文物”系列短视频，选取山东各地代表性
革命文物，通过 95后记者的视角讲述文物背
后的红色故事，形成“短视频+寻宝 vlog+网
文专栏”的新媒体矩阵产品组合，充分体现
了革命文物承载的时代价值，扩大了在年轻
群体中的影响力。

在“‘8 个 100’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
列活动中，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山东广
播电视台发起了《红色故事追述历史》系列
短视频创作、征集、宣传推介活动。视频契
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节奏，契合青年人的生
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使短片的内容入耳入脑
入心，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应。
如 《斜杠青年王尽美》，以互动、讲述、演
绎、体验等形式，讲述了王尽美作为时代前
沿新青年“尽善尽美”的不同侧面。

红色革命文物是历史、是记忆、是传
统。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在齐鲁大地上，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是

“红色地标”，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是一座
“精神宝藏”，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气”，
基因之“源”，山东将继续下大气力保护
好、利用好、传承好这一丰富宝藏，从革命
文物中不断汲取奋进力量，继续破浪前进、
扬帆远航。

穿越历史的烟尘 打破时空的界限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山东经验”

高兆 卞丽娟 齐云婷

革命文物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蕴含
着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价值
与优良革命传统。一件件革命文物，用最沉
静的姿态，讲述着最动人的故事。走进江西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有一件革命文物
特别引人驻足凝望，让参观者内心受到震
撼，那就是——《俱乐部全体工人泣白》。

《俱乐部全体工人泣白》是1922年9月14
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工人俱乐部印发的
传单，长30厘米、宽23厘米，纸张为淡黄色
香裱纸，铅笔手写字迹，共 217 字，右下角
有收藏章。它既是俱乐部全体工人用血泪控
诉舒楚生为代表的路矿反动当局欺压工人罪
行的檄文，更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历史
见证者。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前，萍矿工人
生活苦不堪言，工资极其微薄，无故拖欠工
资、食宿粗陋无比、无理打骂、任意逮捕等
现象已为常态，遭受官僚买办、包工头、监
工的层层压迫和剥削，处境十分悲惨。在矿
局各高级职员中，副矿长舒修泰和总监工王
鸿卿的剥削和欺压更为厉害，最为阴险恶
毒，工人们对他们深恶痛绝。当时流传出一
首歌谣“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
你走，死了不如狗”，可见工人人权早已被践
踏粉碎。

1921年 10月，出席中共一大后回到湖南
的毛泽东，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并担任书
记。同年秋天，毛泽东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教员、一师附小主事 （相当于校长） 的公开
身份到安源考察。他深入洗煤台、锅炉房等
工作处，深入矿井工作面广泛接触工人，进
行调查研究。通过这次考察，毛泽东亲身体
验到安源工人的悲惨生活，对工人的思想状
况有了真切了解，确定安源将是工人运动很
快开展起来的地方。李立三、刘少奇、蒋先

云等受毛泽东的委派先后来安源，成立安源
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和领导安源路矿工人
进行罢工斗争。1922 年 9月，安源煤矿工人
已经三个月未收到工资，工人长期未食已经
到了濒死的状态，发出“我们要饭吃，迫不
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的呐喊。9 月 14
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正
式爆发。大罢工期间，路矿当局一面重兵高
压、拉拢分化、暗杀工人领袖，一面以“先开
工后磋商条件”企图引诱俱乐部下令复工。在
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人的带领下
工人们英勇抗争，使得这些手段均未能得
逞。最终路矿当局迫于无奈，接受工人大部
分条件，于 18 日签订 《十三条协议》，至此
罢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完全胜
利”。此次工人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

在罢工过程中，为了控诉资本家的压
迫，阐明罢工的目的及意义，激发工人斗
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印刷散发了大量的
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品。《俱乐部全体工
人泣白》就是在罢工过程中俱乐部散发的传
单之一，它以工人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
的歌谣形式传播，内容简明扼要。其中写到

“舒楚生，罪恶大，把我工人当牛马。吹牛
皮，说鬼话，阴毒心肠都是假。俱乐部，问
过他，满口赞成满口夸。……”文中的舒楚
生即萍乡煤矿副矿长舒修泰，1922 年 3月任
职。大罢工前夕，舒修泰曾亲自到工人俱乐
部探听情形，一面恐吓俱乐部干部，一面又
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为言，
以此笼络人心，借保无事。但俱乐部干部不
为所动，反借此向工人大为宣传，每日分做
数处演讲。舒修泰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
便邀同路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想
武力封禁俱乐部。工人罢工后，他又勾结军

阀企图镇压大罢工。正如《俱乐部全体工人
泣白》中提到的“到如今，都不把，反求官
厅将人拿。此恶贼，真可怕，做鬼做人都是
他”。它不仅揭露舒修泰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
的罪行，成为工人用血泪控诉安源路矿反动
当局欺压工人的檄文；也反映了安源路矿工
人俱乐部注重斗争策略，有勇有谋地组织罢
工斗争的方式。

《俱乐部全体工人泣白》还从另一个角度
反映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领导工人罢工
时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当时矿局对工人罢工有主张
镇压和妥协让步两种态度，工人俱乐部正是
利用这一矛盾，对以矿长李寿铨为首、主张
妥协让步的职员工头采取较为和缓的手段，
尽量不加触犯。而在揭露矿局压迫剥削工人
的种种残酷手段时，则点名控诉舒修泰，打
击他的嚣张气焰，这就对大罢工十分有利。
正如刘少奇 1964 年回忆说：“我们抓住这些
矛盾，利用这些矛盾，取得了罢工胜利。”

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俱乐部
全体工人泣白》被工人直接送到萍矿矿长李
寿铨的住宅。1924年李寿铨离开安源，将此
带回老家收藏，后由其子李为扬保存。1956
年李为扬将《俱乐部全体工人泣白》捐献给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1994 年 5月，此
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安源革命斗争史中，这件兵不血刃的
“武器”深藏着群众的心声，彰显着斗争的智
慧，闪耀着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革命情怀，
蕴含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唯有不忘初
心，方可告慰历史，才可赢得民心。我们不
仅要瞻仰革命文物，接受红色洗礼；更要从
革命文物中汲取奋进伟力，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
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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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兵不血刃的“武器”
——《俱乐部全体工人泣白》

刘丽 李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