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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张忠培先
生收到中国文物学会寄来
的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附一封信，内容如下：

关于征求《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函

张忠培 先生：
国家文物局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发至我会，征求各位专家
学者的意见。现将征求意
见稿印发绐您。由于正逢
中秋佳节，学会不再安排
专题座谈会。恳请您阅研
并提出书面意见，于 9 月
11日前寄交中国文物学会，以便汇总报送国家文物局。

祝您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中国文物学会

二O一四年九月四日
这份材料外包装是谢辰生先生给张先生的亲笔函，内容如下：

“文物法修改稿 张忠培同志启 谢辰生缄”
提到文物保护法，我想到了谢老。
谢老是中国文博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创始人。1949年，第一批文物

法令就是他重点起草的。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
《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
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此后他
成为新中国一系列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被誉为“文物一
支笔”。1961年，起草《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
和管理工作的指示》。1963年，参与起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
法》《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
1967年，起草保护文物图书有关文件。20世纪70年代，参与起草并修订我
国第一部文化领域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7年，负责起草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2005年，他参与起草国务院

《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他呼吁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引
起中央高度重视，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
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制定的法规。它是我国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大法。谢老作为主要起草人，多方征求意见，数
易其稿、反复修改，历经数年，最终于 1982年 11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并颁布，其后文物保护法经过多次修订。这份材料证明张先生作为专
家学者应邀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年的修订工作。

张先生之所以能参与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工作，与他长期从事文物保
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张先生自从调入故宫博物院以来，从教育界转入文化界，开始把更
多精力投入到文博管理工作中。先后担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
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专家组组长等，主持
和参与了大量国家和地方建设中的文物保护、规划、“国保”单位保护方
案论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论证、考古发掘计划审批和考古工
地检查、验收等工作。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这些工作中，他维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认为“保护”二字是这一大法的要义和关键。主
张将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制，认为文物具有凝聚民族感情、增进爱
国情怀和提高全民素质的功能，是实现“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建设
精神家园的载体和文脉。保护要制约和检验利用的始终，才能实现保护
和利用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主张不主动发掘中央王朝或皇朝的帝
王陵寝以及地方或民族政权的王朝陵寝。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保护遗址
的一项措施，建设要坚持三原则：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切忌公
园化遗址。他提出文物利用有层次之分，“可分为专业学术研究者之利用
和非专业人士观赏以陶冶心境、丰富文化涵养和提高素质之利用”。考古
报告是文物保护的一种形态。他大声疾呼：“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
破坏，比盗墓贼还坏！”他主张考古发掘、室内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中所
收集、积累的实物资料和文字、绘图、照相及摄影等资料，都要作为国家
档案永久保存。

张先生对谢老充满了敬意，他曾意味深长地说：谢老是一个了不得
的大人物，大家族出身，他不仅是文物保护法的起草者，更是文物保护法
的坚决捍卫者和执行者，敢于为保护文物直谏中央领导；谢老的经历充
满了传奇……

2015年10月17日，中国首届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国际高层研讨会在
浙江建德召开。张先生听从谢老的召唤，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站台”，这
时他已重病三年多了，本来向大会申请坐轮椅参会，但见谢老由工作人
员搀扶着过来，他说：“谢老不坐轮椅，我怎么能可以坐呢？”我只能为他
退掉了轮椅服务。

张先生走了，谢老不顾年迈执意为张先生送行，据谢老的助手修淑
清女士讲，谢老直言张先生太年轻了，走得太早了，还有很多事没有来得
及做……

2022年 5月，谢老走了，我作为张先生的家属参加了谢老的送别仪
式。不大的告别室内挂满了挽联，各界人士、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家用文
字诉说了对谢老的哀思。今年 5月恰是谢老逝世一周年，谨以此文表达
我对谢辰生先生的怀念。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2022 年 10 月 21 日下午，姜涛，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研究员，我的大学同学，单位同事，相濡
以沫 40 多年的伴侣，因病在上海驾鹤西游。当儿
子告诉我时，顿感天塌地陷，泪如泉涌，痛心疾
首。后悔在上海治病期间，由于疫情，我不能 24
小时陪在他身边，所以临终时没有见最后一面，
深感遗憾。

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俩都是从河南，到中山
大学考古专业学习的。记得刚进学校时，老师让我
们到广州市儿童公园内的秦汉造船遗址发掘，临时
住六榕寺里。在我报到的第一个晚上去教室看书
时，有同学已先到了。其中有个空位前坐了个男同
学，我自然地坐到了这个空位上。当我从书包里拿
出书和铅笔盒放到书桌上时，顿时愣住了，原来我
们的铅笔盒一模一样。虽然那晚没有说话，但总感
觉好像是有缘。在以后闲暇聊天时，才知道我们都
是河南的，相距很近，这就是缘分吧。在校期间，我
们是友好的同学关系，常互相帮助。在毕业两年后，
经同学和亲戚帮助，我们走到了一起。从大学相识
到他最后的西游，携手相伴 48年。风风雨雨，酸甜
苦辣，我们一起患难走过来了。

因为我们学的是考古，考古的第一线是野外，
姜涛就长期从事野外工作。先后主持过禹州颍河两
岸的调查、武陟县境内沁河改道中古遗址与古墓
葬、平顶山旧县1号楚墓、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
地等项目的考古发掘，负责对发掘的各类文物进行
科学的检测、鉴定和修复，并进行资料整理、编写报
告。其间还主持了三门峡火电厂秦人墓地、三门峡
李家窑遗址及义马秦汉墓地等考古发掘与指导等
工作。另外还曾到河南各地和上海文博学院讲课，
为河南文物战线培养了一批学员。

由于他长期坚持在考古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奠定了坚实的专业知识。其主持发掘过的应
国墓地、虢国墓地M2001、M2009号墓，被评为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他又潜心著述，笔耕不辍，撰写并
出版专著13部、学术论文和考古发掘简报50余篇，
具有重要影响。他主编的《三门峡虢国墓地》第一
卷，先后荣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南省
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三门峡虢国墓”，在 2004年的成果验收中，被全
国哲学社科规划办列入红榜。尤其是在青铜器、玉
器等方面的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曾多次受邀参加
国内、外的大型学术会议和讲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可他长期出差在外，
在家的时间却很少。加之以前的交通不方便，每次
到外地出差少则 6天 10天，多则 3个月到半年。如
果是出差白天到家，则要汇报工作，参加会议和办
事情。如果是晚上到家，则倒床就睡。家就像旅馆，
仅停留2到3天就又出差，很难顾及家人。

在他 40 多年的考古工作中，所做的项目大多
都是主持者，加之从小在东北由奶奶带大被宠惯，
性格有些暴躁和大男子主义。如果我向他诉说家务
时，他说我唠叨。遇到事情有分歧时，他就吵架。每
想到这些，我感到委屈和生气。但看到他为人正直
善良，也孝敬老人，对工作兢兢业业、吃苦耐劳、锲
而不舍时，说句心里话，又爱又恨，又心疼又埋怨，
又高兴又恼怒。

说他正直善良，是因为他遇事，总能顾及和帮
助别人。比如 80年代后期，单位附近很少有饭店。
每到星期日，单位里的单身大学生就没地方吃饭，
只要他碰到，总是请到我们家做客。又如在他退休
后的闲暇看电视时，经常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
儿愤怒，原来是被电视中的情景所感动。

他也孝敬老人。记得 80年代末，我的父亲因重
病到郑州看医生。正好他出差到家，多次从 5楼背
到楼下再带我父亲去医院，然后送回家。他的父母
也有老年慢性病，只要出差回到家，他总会抽时间
买一些食品、礼物去看望。

爱是因为，他虽然出差在外，心里也总是惦
念着我和孩子。在没有电话的年代，能抽时间给
我写信。有电话后，也常打电话关心我们。当他出
差回到家后，会抽时间为我们做饭，也偶尔带我
们去商店，给我们买喜欢吃的和好看且合适的衣
服及家庭所需用品。如果去外地出差，看到合适

的家用，总舍不得为自己花销，却买给我和孩子。
退休后，对我更加关心。不仅常去商店给我买吃
穿用品，还说我营养不够，总在吃饭时给我碗里
放好吃的。特别是在他住院期间，身体难受时忍
着，我看到后问怎么不告诉我，他说心疼我，怕我
操心难受。

恨是因为，他心里只有事业，不知道生命高于
一切，也不太顾及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常他身体
有小病时，忍着或到附近小诊所开点药就行。有一
个夏天的晚上，他出差到家，第二天早上我突然感
到胃很疼时告诉他，他却说躺一会儿就好了，然后
去了单位。当我躺了一会儿后，感觉疼痛实在难忍，
就下楼去医院。谁知刚走下楼，胃疼得我脸色变白，
路都不能走，无奈的我坐在楼道里掉泪。刚好单位
办公室的一位同事看到，问怎么了？我说胃疼得厉
害。他又问姜涛去哪里了，我说可能在办公室，她就
赶快跑到办公室叫姜涛来带我去看病。我常常恨他
要事业不要命。

心疼是因为，他以前做田野考古时的住宿，吃
饭、工具、交通等条件均不好。如驻地只要距考古工
地近，安全就行。睡觉的地方，只要能挡风遮雨，有
个床就行。吃饭时，只要吃饱就行。特别是墓葬发掘
到底时，工作更紧张。作为发掘领队，要考虑各方面
的事情，还要指挥并和同事们一起细心完整地清
理、记录、绘图和提取文物及各种信息资料。由于环
境的原因，不仅受风吹、雨淋，还常在冬冷夏晒中工
作。为保证文物的安全，还要轮流值夜班。有的墓很
深，每天从地面到墓底都要经过软梯子。而那时候
用的梯子是用两根长点的粗绳子并排从地面放到
墓内，在粗绳子中间有间隔的几根木棍绑好就可以
了。这种梯子很软，脚踩到上面会不由自主地来回
摇晃，很不安全。因为我也是考古工作者，知道他长
时间在野外的条件不好，时间不规律，既
辛苦又劳累，身心疲惫，所以心疼他。

埋怨是因为，他长期从事野外考古，
养成了很多坏习惯。野外考古的重要一项
是发掘墓葬，但墓葬内的湿寒、浊气较多。
记得1985年11月份，河南已经是寒冷的冬
天了，平顶山旧县楚墓被盗，需及时清理，
领导派姜涛去主持发掘。他一直发掘到
1986 年 2 月 8 日（大年三十）下午才赶回
家，住四天后，就说发掘的大墓已到底，为
了文物的安全必须赶回工地，由于考古人
员少，工作紧张，压力大，时间不能规律。
这样前后发掘持续了半年。期间养成吸
烟、喝酒的坏习惯。后来家人告诉他，这习
惯不好，他却找歪理说，工作时间太长又
累，吸烟是为了提神；喝酒是为了去除湿
寒。当我看到他吃饭很快时，又告诫他对

身体不好，他却说事情多没办法。他就知道工作，不
知道运动和养生。

高兴的是，虽然考古工作艰辛劳累，但他收获
巨大，成绩显著，成果颇丰。特别是他主持发掘的应
国墓地、虢国墓地，在发掘前曾是一片空旷的田
野。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很多青铜、玉、铁、金等
各类文物，还出土了许多样式繁多的精美玉器。这
些珍贵文物，为研究历史增添了许多真实、有价值
的资料。有些珍品还展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供游
客参观并了解历史。同时这些重大发现和出土的
珍贵文物，先后在许多媒体和报纸上进行了报道，
曾受到历史、考古界的瞩目。目前这两处墓地，均
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其是他主持
发掘的虢国墓地，等级齐全、保存完好，不仅填补
了西周考古史上的空白，其成果可树立为中原乃
至全国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断代的研
究标尺。如今，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博物
馆，成为历史、考古学界和人们学习、参观、旅游的
重要景点。这也是他带领同事们工作多年的劳动
成果，所以我高兴。

恼怒的是，他忠孝不能两全。记得 1990年下半
年，他正在虢国墓地发掘，沈阳老家的表妹突然传
消息到郑州，说爷爷和奶奶的墓被当地做基建的人
不小心撞开了。我知道他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与
奶奶的亲情很深，就很快把信息传给了他。但迟迟
没有回音，所以非常恼怒。等他工作告一段落回到
家后，生气地问他为什么不回音？他说当时正在紧
张地清理M2009号大墓，已经让沈阳的表妹去替他
处理此事了。他又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在冥冥
之中，心情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突然听到此事，更
是五脏六腑都要爆炸了。但看着眼前的工作不能分
身，很无奈又无语。之后，我们回了一次沈阳，到墓
前祭奠了爷爷和奶奶。

睹物思人，回想以前的事，历历在目。他经常来
去匆匆，不知道何时是星期天，什么时候过什么节。
也正如他在《三门峡虢国墓》第二卷的考古报告中
所言：“二十多年的大好光阴……几多成就与几多
沉重相伴，几多欢愉与几多无奈共生，无尽的喜乐，
淡淡的感伤。于公，我是考古界公认的少数几个福
将之一，在事业上，我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于
私，我是不称职的在外游子，愧对家人。”他不仅对
考古事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也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他终生都为考古事业奋斗、拼搏，舍小家，
为国家。当他退休后又主编了《良玉藏珍》商周、战
汉篇等6部专著，并对《三门峡虢国墓》第二卷的书
稿进行了修改，还亲自把书稿送到文物出版社。就
在2022年8月生病住院之前，还与我谈论如何修改

《三门峡虢国墓地》第二卷书的封面，计划亲自去出
版社校阅第二卷书的图版色彩、样书等事。他为考
古事业，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他发掘的遗址、学术研
究成果、主编的考古报告，在中国考古学的历史长
河中留下了珍贵的一笔，在河南省考古学的领域中
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他的工作精神留给了后
人，他的音容笑貌留给了我，他经常对我说的三个
字“心疼你”，也刻在了我心里。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1991年虢仲墓（M2009）发掘现场

1991年陪同专家考察虢国墓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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