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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初，《“南海 I 号”船说——从中国
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出版，这是一
本全景式回顾南宋沉船“南海 I号”发现、打捞、
发掘、保护以及讨论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
著作。该书作者魏峻是我以前的同事和广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引进的第一位博士，和我的水
下考古生涯有近十年的交集。2007年时，我俩
在广东各主持一个水下考古项目，我负责粤东
的“南澳 I号”明代沉船调查，他则负责粤西的

“南海 I号”整体打捞。后来，魏峻博士在 2009
和2011年两次主持“南海 I号”试掘，并是2013
年“南海 I 号”正式发掘时的两位项目主持之
一。由于参加“南海 I号”的工作时间长，他对于
南海 I号及相关工作细节很有发言权。

有关“南海 I 号”的图书和文章我看过很
多，然而这本《“南海 I号”船说》，在看第一眼时
就深深吸引了我。当然，让我一口气读完该书
的不是“南海 I号”考古的种种细节，真正吸引
我的是这本书的新颖呈现方式，既详述了“南
海 I号”考古的微观细节，也观照了海上丝绸之
路的宏大主题。作者是大学考古教授和南海 I
号考古的参与者，这就让该书内容的学术性和
真实性有了切实保障。同时，《“南海 I号”船说》

采用了公众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和
语言来讲述学术问题，使其兼具了
学术研究和科普作品的优势。由发
现篇、打捞篇、考古篇、货物篇、海
贸篇及尾声等篇章的组合，既让该书紧扣了

“南海 I号”考古和研究的主线，又有机串联起
了中国水下考古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暗线。理
顺了中国水下考古起源、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各
个阶段特征，也解读了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
的贸易、造船、制度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可以
说，作者通过“南海 I号”建起了一个海上丝绸
之路百科的搜索引擎，把沉船作为引擎的树状
结构主干，围绕主干的内容枝繁叶茂，将考古、
海丝的知识点巧妙传达给读者，是集学术性、
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影响的
不断扩大，对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
渐成热门“显学”，而其中“南海 I号”因其独特
且真实的内涵成为热门中的热门，为海上丝绸
之路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目前，研究

“南海 I号”及相关课题的团队和个人很多，但
多限于历史或考古学科的内部，有时各自为
政，成果也多在考古报告、专业期刊上发表，服

务于学术的小众圈子。《“南海 I
号”船说》的作者是专业的考古学
者，担任省级博物馆馆长的经历
又让他愿意把艰深的学术成果提
炼出来惠及大众。这一点，我在与
他合作策展“牵星过洋——万历
时代的海贸传奇”“大海道”等水下
考古主题展览时就深有体会。这些
展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口碑也得
到了业界的认可，获得过全国博物
馆十大陈列展览推介精品奖的荣
誉。由简至繁难，其实由繁化简更

难，这需要换位思考，也需要从学术语言到科普
话语的转换能力，要从受众角度去思考才能取
得实效。应该说，作者和他的作品做到了。

俗话说“一鲸落，万物生”。“南海 I号”沉船
就像一个文化鲸落，它提供的历史、文化、科学
和艺术“养分”不断滋养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
不同学科的发展。这本《“南海 I号”船说》就是
对南海 I号这个“鲸落”的养分进行解构和消化
的成功案例，让考古成果更完整、全面、系统地
呈现在公众面前。用“南海 I号”的考古“船说”
来释疑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说”是本书的
一大亮点，也体现了文博工作者的责任心与社
会担当。（作者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海I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
丝绸之路》
作者：魏峻
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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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船说”解“传说”
——评《“南海Ⅰ号”船说》

崔勇

多维度视野下的《襟带河汾：晋国博物馆陈列与精品》
石磊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
斯通过整理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
会》一书的摘录以及结合自身思考撰写而
成的一本专门著作，在该书中，恩格斯用
唯物史观系统研究和阐述了人类社会早
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论述了氏族组织的结
构、特点和作用以及家庭的起源和发展，
揭示了原始社会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过程，分析了国家必
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
消亡的客观规律。该书在理论上丰富和发
展了唯物史观，并用理论武装工人阶级，
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政治思想革命的同时，恩格斯就
史前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思考对人类学
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关于家庭
形式、社会分化的内容被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者广泛使用。
笔者通过阅读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史观
中家庭的起源和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在考
古学研究中的指导意义有所思考，遂撰
文分享，以供讨论。

内容简介

该书共九章，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
分即第一章“史前各文化阶段”，讲述文
明时代之前的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即
史前时期，探讨古代社会的概况。第二部
分即第二章“家庭”，主要探讨家庭的四
种形式——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
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揭示家庭各自
形式的演变及演变的关键与基础。第三
部分由第三章至第八章构成，结合易洛
魁人、希腊人、雅典人、罗马人、凯尔特人
和德意志人等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专门
探讨氏族制度的解体、母权制向父权制
的转变、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重要的理
论问题，揭示了私有制在氏族社会的瓦
解及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四
部分即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作为全书的总结，探讨了社会经济条件
的变化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内在关
系，探讨了国家的本质及其特征，分析了
文明社会的实质，对社会转变时期的经
济条件及其重要作用做了深刻分析，论
证了经济条件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
因素。该研究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性与适用性。

通过对上述四大部分的叙述，恩格
斯认为文明的进程、社会组织形式的演
进都受制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
变，简单来讲，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这一逻辑思想贯穿全书，成为作者论
述的关键。

何为家庭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欧洲学
者普遍认为父权制家庭是最古老的家庭
形式，同时还把父权制等同于“现代资产
阶级的家庭”，对于家庭史的讨论与研究
尚处于摩西五经的影响下，缺乏对于史
前时期家庭形式的认识。

1861 年，瑞士人类学家和法学家巴
霍芬的《母权论》出版，对于家庭的起源、
家庭形式的多样性、血缘制度等方面的
讨论才逐渐开始。在此阶段，巴霍芬发现
了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由群婚向个体婚
制过渡的形态、人类社会从母权制向父
权制转变，并认为两性社会地位的历史
性变化、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是由于
宗教因素而非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引起
的，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在认识到世界各地婚姻形式的多样
性、世系关系与亲属关系的多样联系之
后，摩尔根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都是
决定性的材料。他将人类形成和发展的
时代划分成三种：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
文明时代，又（恩格斯概括为根据生活资
料生产水平的不同）将每个时代划分为
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他确信现代
易洛魁印第安人社会的亲属制度是美国
一切土著社会的共有制度，且这种制度
在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一些民族中同样
存在。并从亲属制度出发试图复原当时
与之相应的社会家庭形式，如此，母权制
氏族是父权制氏族之前的社会发展阶段
被重新确认，意义非凡。

对于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恩格斯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了家庭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他认为，家庭的产生、存在
和发展进程，必然要受到特定的社会经
济关系的制约。

家庭是以婚姻作为基础确立起来的，
其中包含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当一种家
庭形式确立起来，就会形成相应的亲属关
系和亲属制度，而亲属制度则是对这种血
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反映。恩格斯认为原
始的家庭形式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
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而这种“很少
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恰是原始状态下
的人类所需要的。此外，“在较晚的一个发
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
形式”，这种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忌妒的
感情相矛盾”，因此也是动物界所没有的。
为了更加明确人类复杂的家庭形式的形
成逻辑，恩格斯认为还需要往前“追溯到
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关系的形式”，从而

“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
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的时
期”。在最初的原始状态下，任何后世的禁
忌、“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尚未出现，
而正是这种生存状态才使人类能够作为
完整的类存续下来。

对于家庭的形式，按照摩尔根的研
究，大概有血缘家庭（参考波利尼西亚夏
威夷血缘亲属制度，所有兄弟姐妹的子
女互为夫妻）、普那路亚家庭（较上一阶
段来说禁止父母与子女、兄弟姊妹之间
以及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结婚，由此，氏族
建立，且为母系氏族）、对偶制家庭（群婚
制度被弃，一切亲属之间禁止结婚，一夫
一妻制形成，对偶制家庭形成，子女仍属
母系，可参考易洛魁人部落）、专偶制家
庭（一夫一妻、父系社会）等。

群婚制度下的家庭形式无法确定的
就是家庭内财产的继承问题。这是该制
度的根本问题。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人口不断增多，妇女越来越承受不了多
夫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摆脱这种状况只
有通过确定与某个男子的亲密关系的方
式实现。在社会的经济条件和妇女的共
同努力下，群婚时代最终走向终结，对偶
制及专偶制家庭才可能出现。

对偶制家庭形成之初，人类社会坚持
着以往的共产制家户经济，几个家庭住在
一座长屋中，女性在家庭内部进行统治，
享有高度的尊敬，丈夫的家庭责任是获得
食物和劳动工具，但此时，对于子女来说，
父亲的身份得以确立，这是与以往家庭非
常不同的一点，也为之后母系氏族社会的
崩溃埋下伏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
技术的进步，家畜饲养逐渐发展，剩余财
富开始出现，财产开始由氏族公有转归家
庭私有，而作为食物来源和财富代表的家
畜为丈夫所有，财富使得丈夫在家庭中占
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而以家庭为单位
的私有制使得财产的保有方式发生变化，
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
被废除，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
父系的继承权，于是丈夫的子女得以继承
其财产，小家庭逐渐取代氏族成为社会组
成的基本单元。其后，母权制家庭经过家
长制家庭公社过渡到个体家庭，女性地位
的下降直至完全沦为男性的所有物之后，
专偶制家庭产生。

恩格斯认为，专偶制家庭是一种不
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
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
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专偶制家庭的出现从根
本上来看以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
为前提，财产的私有化及其在父子间延
续是其产生的根本动力。同时，它也是阶
级分化的产物，个体婚制、奴隶制和私有
制同时存在，社会开始分化，随即发生了
文明起源的一系列宏大的故事。

给考古学家的启示与反思

该书中关于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的研
究，从世界各地的民族学调查和历史文
献、神话与史诗着手，颠覆了摩西五经的
家庭模式传统认知，又是对研究者所持
有的现代伦理观的一次冲击，意义深远。

目前，中国史前考古学家尤其是新
石器时代考古的学者普遍认为，其研究
的古代社会群体大多处于母系氏族社
会、父系氏族社会及两者过渡阶段，家庭
模式很可能就是对偶制或专偶制。于是，
对于遗迹中发现的房址、墓葬的讨论分
析大多基于此而展开，如现在学界普遍
将距今6000年的半坡聚落描述为一个处
于母系社会阶段的村落，将发现的单个
小房子描述为个体家庭，房屋群被认为
是一个氏族的聚居地等。

然而通过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调查资
料的积累，尤其是全球性的综合研究可
以看到，即使处于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
阶段，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
生活模式还是存在差异的。一座房址里
住的究竟是不是一个包括父母、孩子的
核心家庭？一座合葬墓中多个墓主是否
是亲属关系？这些还需要结合更多研究
手段（如DNA技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时需要注意，在研究某一地区的
史前社会的时候，类比其他地区的现代
民族学资料也存在局限性，该书中用美
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来解释希腊、罗
马和德意志上古史相关内容，这样的论
证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默认世界各
地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动力机制都一
致，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夸大了印第安
人社会的普遍性。

此外，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选择和
应用也需谨慎考虑，荷马史诗、希腊神话
等资料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
的，并不一定是真实历史的再现，同理其
他国家的历史文献材料，考古学家或历
史学家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可将其
作为参考，但不应过于依赖。

通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
书的撰写，恩格斯系统研究和阐述原始
社会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恩
格斯认为，将唯物史观的理论应用于原
始社会史研究，揭示原始社会的本质和
规律，阐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
是直接关系到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说服
力的重大课题。而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中国特色考古学的研究，该书中
关于人类社会中家庭形式的理论思想已
被中国学者广泛接纳，并应用于对人类
史前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阐释。但人
类社会终究是更加多样的，一个地区、某
种文化背景的民族学材料并不具有百分
之百的普适性，因此，作为学者在进行学
术研究时始终要保持对理论的谨慎态度
与批判思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历史学院）

《对话初心——图说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
义运动》一书是重庆史研究会为庆祝建党百年
而立项的研究项目。该著作以体量丰富的文物、
影像和文字史料，图文并茂地回顾了早期共产
主义运动在巴渝地区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全
面具象地还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
重庆革命历史文化图景。这是一部集重庆史学
者长期研究成果于一体的学术专著，是今天的
共产党人与百年前共产主义先驱者们的一次

“对话初心”，更是重庆历史学者的献礼之作。
全书分为七个章节，分别为“屈辱开埠 追

梦复兴”“觉醒巴渝 寻求真理”“播火擎旗 立党
为民”“国共合作 统战前驱”“枪响泸顺 起义壮
举”“前赴后继 热血丰碑”“浩气长存 星耀巴
渝”，完整呈现了巴渝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兴起、
发生、发展的历史面貌，同时侧面展现了这一时
期重庆城市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全书
共收录 507张图片，不仅有来自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重庆红岩革
命纪念馆、重庆市档案馆等机构的大量馆藏历
史照片，以及相关主题创作雕塑和画作的图片，
还包括从中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法
国国家档案馆等搜集到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
义组织的报告》、中英《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
增专约》和中日《马关条约》等许多珍贵的文物
照片。许多照片是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中发布，也
是对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相关历史影像
的一次系统性收集、整理、研究和展示。

书中所述的历史时段为19世纪末到20世
纪30年代。20世纪初，当共产主义运动刚刚在
中国北京、山东、上海、武汉、湖南、广州等地兴
起时，在川渝地区，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
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组织，

为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
不懈的努力，构成了川渝地区，特
别是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兴起、发生、发展的鲜明图景。

书中所称的“巴渝地区”主要
指今天重庆市行政区划之内，部
分地区在当时隶属于四川省。因
此在表述这段历史时，对涉及重
庆以外的地方使用“川渝地区”，
而在表述有关地名和人物籍贯时
则以今天重庆市行政区划为准。

本书编撰团队大部分来自重
庆史研究会，研究会对巴渝地区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研究始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先后出版了《杨闇公日
记》《杨闇公纪念集》《杨闇公文集》《中国青年
共产党（中国YC团）》《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
简史》《巴渝丰碑》《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
卷）》等一批著作。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0周年之际，重庆市委宣传部确立“90年
来重庆地方党组织对历史的贡献研究”为2011
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重庆
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教授为这一项目的首
席专家。十多年来，研究会对巴渝地区早期共
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得到了广泛运用。

2019年，在此前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合举办“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
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通过 170 余张图
片，240 余件文献资料与文物，展览将重庆开
埠，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
义传播、1920 年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到
1926年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及至1928年

中共四川省委成立的历史进程，
以及革命先烈浴血奋斗、英勇悲
壮的光辉业绩进行了集中呈现。
展览于2019年7月1日在重庆市
九龙坡区铜罐驿镇中国共产党
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暨
周贡植故居正式开展，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也扩大了巴渝地
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界与
普通群众中的影响。这是对巴渝
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历史
的回顾，也是对当今党员、干部
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生动展示。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重庆市重庆史研究
会立项研究决定，以“初心·使命·奋斗——巴
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为基
础，同时收集整理了许多因展览篇幅限制而没
有呈现的新内容，编纂著作《对话初心——图
说巴渝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这是与百年前的
先辈们对话，重温他们立下的初心使命，用党
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
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
人，重整行装再出发。这是面向共产党员、人民
群众的红色文化、革命传统教育著作，是对巴
渝地区早期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永久纪念，
更是重庆史研究会的学术传承之作。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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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初心》：与百年前共产主义先驱的初心对话
刘婧雨

近日，有幸收《襟带河汾：晋国博物馆陈列与
精品》一册，此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古朴中蕴
含着大气。惊喜之余，仔细拜读。本书纲举目张，
环环相扣，以晋国历史为线索，以晋侯墓地出土
的诸多珍贵文物为载体，对晋国博物馆的历史和
陈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介绍，集历史性、区域
性、知识性、趣味性、厚重性、文化性于一身，称得
上是对先秦时期晋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
现将笔者的些许观感列出，与众君分享。

从时空维度看：襟带河汾的文化内涵 山
西简称“晋”，来源于西周时期的古晋国。周武
王灭商之后，“分邦建国，以藩屏周”，晋国即为
西周早期的重要封国，始封君主为周武王之子
姬虞。两周之际，晋国是周王室在黄河流域的
重要封国，步入东周后，“春秋五霸”兴起，其中
晋国执掌春秋霸权长达150多年。“襟带河汾”
之所以成为晋国的历史地理代名词，原因在于
晋国的始封地域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也就
是在今天晋南翼城、曲沃、绛县一带，这一区域
在历史上居深山，与戎狄为邻，是汾河下游谷
地的重要封国，表里山河，拱卫京畿，藩屏王
室，是周王室控制河汾一带不可或缺的地区。
西周王朝施行“两都制”，首都位于镐京，陪都
位于雒邑，而晋国的位置，刚好位于连接镐京
与雒邑的中间环节，因此晋侯的重要使命之一
就是保持镐京与雒邑的战略通道之安全。同时
从血缘的角度考虑，襟带一词用在晋国身上，
也非常贴切。周初的同姓诸侯，主要是“文之
昭，武之穆，周公之胤”，而叔虞作为周武王之
子、周成王之弟，在周初众多姬姓封国中与王
室的关系最为亲近，也称得上周王室的襟带。
从西周末年的“文侯勤王”，到东周时期晋国高
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屡屡帮助周天子维护摇
摇欲坠的王纲统治，可以说晋国在事实上成为
周王室的衣襟与腰带，本书的名字中“襟带河
汾”一说，即有这方面的内涵考量。

从文物维度看：雅俗共鉴的
瑰宝 晋国博物馆馆藏及展示的
文物，主要以晋侯墓地出土的青
铜器、玉器和陶器等为主，辅以其
他出土器物，基本陈列“唐风晋韵
——晋国历史文化及晋侯墓地遗
址展”以晋文化为主线，设置了晋
国历史文化展、曲村—天马遗址
发掘史展、晋侯墓地遗址展等三
个展厅，这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和
第三部分都有体现。

第二部分“栉风沐雨览地书，
灯火阑珊著华章”一节，主要记录了曲村—天
马遗址发掘历程，这个展厅用实物、图片和场
景复原等方式，生动地展现了三代考古人博览
群书、探寻晋踪的经过和考古发掘工作取得的
一系列重大成果。“桥山滏水，泱泱陵寝”一节，
指的则是晋侯墓地遗址陈列，属于晋国博物馆
展览的核心部分。室内重点展示了4组具有代
表性的墓葬（晋侯燮父及其夫人墓葬、晋靖侯
及其夫人墓葬、晋献侯及其夫人墓葬、晋穆侯
及其夫人墓葬）和 3座陪祀车马坑（晋献侯车
马坑被发掘，其余两座未发掘），在保持遗址原
状的前提下进行了科学的修复、加固，并按照
发掘出土时的棺椁格局、随葬品摆放形式，营
造出了一墓一景，各具特色的参观效果。

第三部分“晋国博物馆精品文物”，既包括晋
侯稣鼎、竖棱纹圈足簋、凤鸟纹盉、凤鸟纹提梁
卣、僰马盘、兔尊等青铜器，又包括玉石器中的玉
串饰、玉组佩、玉璧、玉璜、玉琮等，还包括绳纹袋
足鬲、尖底瓶、陶鸟盉、陶簋、陶大口尊、陶鼎等陶
器。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通过科学发掘获得，多
从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中出土，呈现出典型的两
周之际的器物造型特点，亦具备很重要的史料价
值与研究价值。本书实际上是对晋侯墓地出土文
物进行多重价值维度综合研究的产物。同时以图

片配文字简介的画册为主要成果
进行展示，可谓“雅俗共赏”。

从传播维度看：务实可行的
保护利用 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晋
大地的文化基因、文脉基础与精
神家园。晋国博物馆作为晋南地
区研究晋国史的重要基地，既是
一座能追溯到晋国源头的博物
馆，又是一座承载着文物与历史
的文化殿堂，它浓缩了晋国六百
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录了考

古人筚路蓝缕的发掘历程，以其独特的文化资
源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与展
览配套的完整翔实的文字资料，也是文物保护
利用的重要举措。李伯谦先生为此书撰写了序
文，称赞此书“一本图录在手，开启了了解晋国、
了解晋国考古、了解晋国早期都城曲村—天马
遗址、了解晋文化的大门，可谓开卷有益”。

当然此书亦有部分内容值得商榷，比如本
书第二部分“华夏故国三千载，风云春秋六百
年”中的“昭昭小宗，代翼统疆”一节，对于“曲
沃代翼”的介绍过于简略，同时对于此时的“曲
沃”究竟是指闻喜，还是指今天的曲沃，未详细
说明。而在“赫赫霸国，名震万邦”一节中，主角
描写的是晋文公重耳，但是在简介中写到重耳
在践土会盟称霸之后，“其后迁都新田，九合诸
侯”，是个失误，因为晋文公没有迁过都，迁都
新田的是晋景公。但瑕不掩瑜，此书依旧是研
究晋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单位：山西省翼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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