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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拙文《春风拂璋——追怀饶师宗
颐》，原意是写饶公对香港考古学的贡献。然而，
意外发现饶公由于香港及越南考古的新发现直
接的刺激，竟相继发表涉及早年他曾负责编撰

《古史辨》第八册后被搁置的真相。事实上，《古史
辨》论集创始人顾颉刚先生，被誉为我国近代史
学界的“无冕之王”。《古史辨》皇皇巨著，自出版
以来几为学者所必读，影响迄今不息。另一方面

《古史辨》第七册后来停刊，其中关键编撰人物就
是饶公。长期以来，饶公对《古史辨》第八册搁置
一事，没有过多的解释。学术界均以《古史辨》的
出版戛然而止为憾！1991 年顾颉刚先生弟子刘
起釪，在北京曾发表过文章触及顾、饶间《古史
辨》第八册在香港编印计划的传说，由于战乱中
全稿毁失。刘文虽因未得知真相有所失实，但也
算是20世纪90年代重提《古史辨》停刊的发端。

这次《一纯万岁寄遥思》书中，凑巧北京大学
荣新江及唐晓峰两位教授和我三人，不约而同都
谈及饶公与《古史辨》第八册后来的消失。据荣新
江教授谓，约在 1995年前后，“饶公在和我们聊
天过程中，经常说到顾颉刚先生请他编《古史辨》
第八册，因为停刊而未出版一事。”这说明在 20
世纪90年代中期，饶公改弦易辙，很着意回顾与
顾颉刚先生关系及《古史辨》停刊的问题。另外，
唐晓峰教授在上世纪之交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期
间，特意请饶公重提自己与《古史辨》第八册去向
的旧事。在唐教授协调下，饶公 1999 年于北京

《九州》第二辑发表了《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
题》，对以上问题做了正面的回应。20世纪 90年
代初，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契机，突然让饶公愿
意重提《古史辨》在自己手中弃编的原委？这方面
似乎迄今学术界并没有直接的触及。现在看来其
中原因，既有顾、饶间学术上私谊感情纠结，也受
到了来自意想不到考古新发现的刺激。而近代中
国史学上意义重大《古史辨》之所以停刊一桩悬
案，最后还是得以水落石出。

此事情细节仍是先从顾、饶关系讲起，其次
再联系到考古学术新发现方面的解释。饶公是
1917年出生。在1930年代中叶，当年胡适的学生
顾颉刚先生，已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学的泰斗。
1935年饶公仅为 18岁青年，已在《禹贡》第二卷
发表学术文章，并很早就成为禹贡学会会员。
1937年顾的学生童书业为《禹贡》主编古代地理
专号，其中饶公有两篇史地文章得到童的好评，
并为顾赏识，获选刊登。顾先生对年轻饶公的青
睐，使初出茅庐的青年饶公，视顾为自己“最早的
知己——顾颉刚先生”“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
人”。顾对其时仍十分年轻但学问又十分老到的
饶公，非常欣赏，寄望饶公继承发扬他所推动的
古史辨运动工作。

顾曾指导饶公从古史地名形成过程入手，发
掘古地名由层累造成的历史。最迟在 1940年代
初，顾已委付饶公《古史辨》第八册编辑的重任。
从 1926年开始《古史辨》论文集已出版共七册，
取得国际上很高的声誉，部分内容被翻译为英
语、日语。饶公获托付《古史辨》第八册主编，在开
始数年间也曾配合尽力工作。然而，意料之外是

《古史辨》第八册却一直没有面世。近代中国史学
最有影响力《古史辨》历史论集系列出版，在饶公
手中竟戛然而止。

我们知道，1930年代日本侵华，接着二战美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等。这一连串
社会动荡因素，可能严重影响饶公的生活和研
究。1941 年 7 月 6 日，饶公从香港去信国内顾颉
刚先生，谈及《古史辨》第八册的编写，表示当时
仍在努力，只是“仍未完稿”“歉疚奚似”。然而战
后，自1952年饶公在香港大学任教起数十年间，
就一直没有再提及《古史辨》第八册的旧事。今年
饶公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一纯万岁寄遥思》，学
者们对饶公与《古史辨》第八册消失的问题，尤为
感兴趣。唐晓峰的《饶公与“古地辨”》（原书173-
182 页）文章，是目前所见对此问题最深入分析
的研究。而饶公重提《古史辨》第八册旧事，已经
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前半阶段，其中一个重要诱
因，竟是与近年香港、越南田野考古发掘有关。而
本人正是该两地的考古发现担当者之一。为讲清
楚其中来龙去脉，就要回到 1990年香港中文大
学与广州中山大学在南丫岛大湾遗址的发掘工
作说起。

1）1990 年 12 月 5 日，从南丫岛大湾发现商
时期墓葬群，出土夏商风格大量的玉器，其中最
重要的是玉牙璋和玉戈（软玉）等文物。同月 7
日，饶公与北山堂主人利荣森先生、香港中文大
学文物馆王人聪先生、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先生，
亲临大湾考古现场，考察玉器出土状况。

2）1992年 11月，饶公和我被邀前往越南河

内，参与法国远东学院与越南社科院考古学院合
办古越文化会议，了解战后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
冯原文化中，出土商代风格玉器如牙璋等新的考
古重大发现。1996年及2002年，我与越南社会科
学院合作发掘海防省长睛遗址及富寿省 Xom⁃
Ren遗址，又发掘出冯原文化中包含大量商代风
格的玉器，其中也有精美的玉璋。

3）1994年饶公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
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牙璋
会议。饶公主题演讲《牙璋与古史地域扩张》，以
牙璋在中国及越南广泛分布及传播背景，首次对
顾颉刚先生古史方法论提出商榷。

4）1999 年应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邀稿，饶
公在国内《九州》第二辑发表《古史重建与地域扩
张问题》，讲述“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我决定
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

5）2003 年在台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
集》共二十册出版，第一卷首篇《论古史重建》，第
三度重提详谈自己与《古史辨》及顾颉刚先生的
关系。

在1990年前饶公对《古史辨》第八册的去向
保持缄默，原因正如饶公后来自述，“主要是我的
古史观有重大改变了”。对过去顾先生主张“把古
史地域的尽量缩小，同名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
位”的推理方法，为饶公“无法接受，只有失望”，

“决定放弃第八册重编工作”。“遂使古史辨仅留
下只有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我
估计上述饶公的想法，是早在 1940年代后期已
经下定的决心。1950 年代以后，饶公不愿意对

《古史辨》第八册的旧事重提，猜想其中重要原
因，饶公可能是深为顾先生知遇之恩的情意结左
右。饶公自谓：“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
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我结果却
交了白卷。”晚年饶公在顾颉刚百龄又十冥寿之
际回顾，写下“我夙蒙先生埏埴、汲引、感佩之愚
诚云”，正表明顾、饶二人过去唇齿相依的学术关
系。这可能是饶公来香港后很长期间，不对《古史
辨》方法论上问题表态的原因。

但饶公在香港大学任教后对古史研究，已紧
密结合考古与古文献二者互相提携，殊途同归，
相得益彰。这在《一纯万岁寄遥思》我的《春风拂
璋——追怀饶师宗颐》拙文中，对饶公在港考古
工作有简略分析。当然，古史辨学派的辨伪科学
精神，一直都为饶公所服膺和贯彻实践。饶公自
谓：“仍是循着顾先生的途辙，是顾先生继承者。”

其次，顾颉刚先生是在 1982年 12月 25日在
北京离世。正如饶公自谓：“不敢说是入室操戈，
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正是吾爱吾
师，吾更爱真理。1990年香港南丫岛大湾出土大
量商时期玉器，如牙璋、戈、瑗、有领环、玦、锛等。
商文化波及南中国珠江口尤其香港冲击性的发
现，对饶公古史地域扩张思想影响一定不小。饶
公多篇文章一再提及香港出土牙璋的重大学术
意义。1992 年秋，饶公和我首次在越南北部，亲
睹冯原文化中包含商代风格大量的玉器，更加强
饶公认识中原古史扩张力度的强大，绝非顾先生
从前思路可以理解。1994 年香港中文大学所召
开国际牙璋会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
究中心编撰《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论
集》出版，学术界反映东亚龙山时代以来，夏商之
间在东亚牙璋广域扩散分布综合的研究成果，为
饶公在会议开幕式主题发言《牙璋与古史地域扩
张》，提供了很多佐证科学的根据。

饶公晚年回顾谓：“一个人的学术旅程，往往
是很曲折的，亦同样是‘层累造成’的。我和顾老
的结缘，将近七十年，追述往事，好像重温一遍

《云烟过眼录》。《古史辨》的中断，我应有责任，至
于今仍耿耿于怀。古史重建事业中的史料辨证和
整理工作，由于考古学的发展，新材料陆续出现
的不断挑战，相信大家都会持续下去，再接再
厉。”这其中可品味顾先生“层累造成”说，已成为
饶公的人生观；“考古学的发展，新材料”又成为
饶公心仪古史重建，得以进入“新时代预流”学术
舞台。

1990 年代以后，可以说早年潜伏在饶公心
底对古史重建的抑压，对顾先生主张“古史地域
应尽量缩小”的史学观，发出强烈的学术挑战，直
截了当地说“顾先生过去的狭隘观念，应该重新
检讨”。此时饶公所高举“古史地域扩张”的旗帜，
提出这才是夏商周三代历史发展的真相，华夏文
明自中原向南方广域扩张，一泻千里而下。饶公
半世纪前对古史辨研究方法的困惑，也适逢
1990 年在香港南丫岛考古新材料的发现，得到
直接的启示。《古史辨》第八册在饶公弃编没有完
成的人事与学术背景，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2022年 12月 28日下午，郑州大学历史学
院陈旭教授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我痛惜与无
奈、悲伤与怀念，思绪交织、难以平静。翻阅 40
年前老师《商周考古》课笔记，再读老师的来
信，重温老师的教诲，仰止老师的学术贡献，在
追思中感悟老师的学术精神。

薪火相传

1977年，陈旭老师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调
入郑州大学历史系，参与创办考古专业，开始

《商周考古》教学与科研工作。
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是 1982年 2月 9日（星

期二），当时我是郑大历史系历史专业大二本
科生，旁听她为同级考古专业讲授的《商周考
古》课。老师随上课铃声走进教室、登上讲台，
她那黑色框架眼镜透现出学者的气质，庄重严
肃。这节课内容是总论，涉及二里头文化与夏
文化、商文化确定商为信史、周文化的新发现，
夏商周考古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等。老师讲
课声情并茂、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把朴素的学
术内涵讲得十分精彩。从中可以感到老师对材
料熟知和精确把握以及对考古学术事业的热
爱，敬佩之心油然而起。

课程期间多次向老师请教，老师特意送我
一张她亲手摹绘的殷墟房址壁画遗痕资料，提
示我在读书时要随时记录，积累材料。按照老
师的点拨，我在课余时间阅读了郭沫若《我与
考古学》，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
初步报告》，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郑州
商城即汤都亳说》，《郑州二里岗》《长江下游商
周青铜器的若干发现》《上村岭虢国墓地》等考
古学论著并作读书笔记。

为配合教学内容，老师还安排了教学参
观，师生亲临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
墟、洛阳北窑等遗址，观摩二里头文化、二里
岗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遗存，聆听赵芝
荃、郑光、郑振香、杨宝成、叶万松等考古专家
介绍相关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状况。教学参观
使我明白了田野考古实践是考古学研究的基
础，考古研究成果需经田野考古实践检验的
道理。

课程结束时，我作为历史专业学生参加了
《商周考古》课考试，试卷分数竟然很高。老师
希望我今后继续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打好基
础，要有探索精神，珍惜大学这四年黄金般的
时光。后来，老师把我调到考古专业，指导我的
毕业论文《试论商代青铜工具》，使我经历了搜
集资料、排比分析、归纳分期特征的研究过程，
初步了解器物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老师不厌其
烦、严格要求，期望我这吐青的小苗日后能够
成材。毕业后，中原地区夏商考古一直是我关
注的学术重点，这是当年深受老师的学术影响
和传承的结果。在我心目中，陈旭老师是我走
上夏商考古学研究之路的启蒙者和指路人，是
我的学术恩师。

1986 年，我考上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邹衡
教授的研究生，知悉邹先生曾是陈老师的老

师。陈老师早在 20世纪 5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
系求学时就听过邹先生的《商周考古》课，她
的田野考古也得益于邹先生的指导。我在山
西曲沃曲村遗址考古实习时，陈老师在来信
中写道：“我在校读书时，先生带着我们在北
京昌平雪山遗址进行实习，那时正是三年困
难时期，加上天气寒冷，先生每天奔波于工地
之间，给我们讲解和具体指导。我们班同学谈
起来都说，毕业后能够从事田野工作都是和
邹先生当时对我们的严要求是分不开的……
先生的身教足以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至
此，我明白了陈老师的学术底气，体会到一段
师生的学术传承。所以，在我的学术道路上，
一直以邹衡先生、陈旭老师为楷模，认真做
事、踏实治学，以学术研究成果回报老师当年
的期望。

时至今日，陈老师教过的本科生和指导的
研究生已经在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她参与创办的郑州大学考古专业为中国考古
事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在田野考
古、教学领域、文博事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
成就，同时又培育出新一代考古人，学术接力、
薪火相传。

学术永生

陈旭老师为人师表，深受学生敬爱。除老
师知行合一的人格魅力和极具感染力的语言
表达艺术外，根本是以丰厚的学术底蕴为支
撑，帮助学生了解学术前沿信息，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的学术创
新意识。

浏览老师考古学术经历，1958年入北京大
学历史系考古专门化（专业），学习考古知识。
1961年在北京昌平雪山遗址考古实习，深受邹
衡师田野考古的影响。1963年毕业分配到河南
省文物工作队，参加郑州商城考古钻探和发掘
工作，整理洛达庙、二里岗、董寨等遗址发掘资
料，熟悉当地龙山和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特征并将洛达庙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
为以后从事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打下坚实的田
野考古基础。

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
有关夏商文化性质的讨论，对她影响十分深
刻。讲夏商周考古课，夏商文化性质是首先需
要做出判断的问题。她带着问题参观河南临汝
煤山、洛阳锉李、孟津小潘沟、偃师二里头、密
县曲梁、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洹北
商城、信阳罗山天湖墓地，山西夏县东下冯，河
北邢台夏商遗存，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吴城
新干大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等遗址等与探讨夏
商文化有关的遗存。参与河南长垣宜丘、郑州
小双桥、商丘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整理工作。
她关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周文化学术
研究动态，思考炎黄历史传说、三代文明和夏
商史等学术问题，做到学术知识面的广博。同
时，她又以夏商首都所在的河南省为重点，以
郑州商城研究为基础，承上启下，建立具有独

到见解之处的夏商文化研究体系。
1983年，她发表《郑州商文化的发现与研

究》一文，首次提出郑州商城始建于南关外期
的认识，将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由原来认识的
商代早期提早至夏代末期，从考古学文化编年
上进一步充实了郑亳说的论据。邹衡师评价

“一般学者都认为郑州商城起始并终止于二里
岗期，陈旭教授则认为郑州商城起始于南关外
期，终止于白家庄期，使郑州商城的许多现象
都可得到圆满的解释”。

1991年，她发表《商代隞都探寻》一文，首
次提出位于郑州商城西北方向的小双桥遗址
为文献记载商王仲丁所迁的隞都，进一步完善
了郑亳说的体系。邹衡师赞扬“陈旭教授……
首次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小双桥隞都说，在商代
考古与商代历史研究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
绩……其在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意义自然是
不能等闲视之的了”。

2002年，她接受《东方家庭报》的专访，受
聘为“启封郑州灿烂古代文明”栏目之郑州商
城系列报道的学术顾问。她认为郑州商城是商
代第一都，郑州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第八大古
都。在她的建议和推动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中国古都学会、郑州市人民政府于 2003 年 11
月30日，在北京举办了“郑州商都3600年座谈
会”，与会 22 名专家畅谈郑州商城的学术意
义，建议将郑州列入八大古都。2004年 11月 5
日，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决议，郑州
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陈老师认为夏商文化研究是一个系统工
程，只有对相关考古学文化进行综合研究，把
它们之间的关系理顺，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
果。经过长期艰苦的学术研究，她对夏商文化
逐渐有了系统认识：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
煤山类型是先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郑州商城是商汤都亳，偃师商城是早商陪都，
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隞都，洹北商城和小屯
殷墟均属盘庚迁殷之地。她坦言：“我从不敢盲
目乐观，生活的里程上还少不了坎坷和艰险，
只有面对现实，不懈地努力，尽职尽责，扪心无
愧”。她以平常人平常心接受尘世与学术的历
练并取得了不平常的学术成就。她历经数十年
完成的学术论著《夏商考古》《夏商文化论集》

《夏商文化研究续集》是用生命铸就的学术丰
碑，永立于夏商学术史。邹衡师曾经赞叹“一位
女考古学家，对考古事业如此执着，实在是难
能可贵的……经受多次考验，始终如一地坚持
了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她坚持的观点是正
确的”。

还记得大学毕业时曾以“春风知别苦，不
遣柳条青”的心情与老师惜别，孰料如今含泪
为老师送行竟成了永别。

陈旭老师学术精神永生。

饶宗颐与《古史辨》
第八册弃编

邓聪

饶宗颐先生（1917-2018）字选堂，号固庵，学界尊称为饶公。饶公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

集学艺于一身的国学泰斗。2023年2月为饶公逝世的五周年，中华书局（香港）出版《一纯万

岁寄遥思——饶宗颐纪念文集》（2023年1月），书中汇集国内外二十多位曾受教于饶公的

学人，一同撰写缅怀文章，铭记先生培育之恩，情真意切。本论集由故宫博物院王素先生命

名，取意饶公自谓“夙慕庄生参万岁而一成纯”，以“并日夜而遥思”，追怀饶公。

薪火相传 学术永生
——怀念陈旭老师

李维明

我是见过石先生的。那是我小的时候，大
约七八岁的样子。记得有一天，石先生来我家
做客，父亲将我拉到先生面前说，这是我家老
大，晓悟。快叫石伯伯。石伯伯好！这是我和石
先生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
会面。

父亲与石先生的情谊还得从他考古起步
的地方陕西说起，这其中有大家熟知的华县、
渭南考古，也有半坡考古，正是因为半坡考古
使他与石兴邦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
业第一次安排田野实习。实习的第一站是西安
半坡遗址，这也是父亲的第一次考古实习。父
亲曾经回忆过这段历史，他们实习时房子不够
住，他和高明、徐元邦两位同学只能住在马厩
里。马厩的斜对面放着房东大爷的一口寿材，
寿材头正冲着三人住的地方。三人在马厩中间
用一个席子拉开遮住，一半是宿舍，一半就是
马厩。

那时已经进入冬天，西安的天气还是很冷
的。为了赶时间，大家天不亮就得起床上工，这
时乡间的土路还冻得硬硬的，可以踩在上面
走，可一到中午出太阳，路面融化了，鞋底粘的
到处都是泥，太阳落山了，地面又冻结了。每天
考古发掘工作完毕，男同学们把采集完的人
骨、兽骨，用蒲包提着回去，放在床下。西安半
坡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年底。

其间，我父亲与黄景略、王克林三位同学
曾组织办过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实物展，把发掘
的文物，诸如陶器、石器、鱼钩等摆出来，三人
轮流做讲解员。这个展览引来了众多的村民，
人数多达上万人，村民也许第一次看展览，觉
得很神奇。石兴邦先生也看了展览，赞叹道：

“这一班的学生对考古很热爱，很有激情”，这
一展览“开创了考古学走向群众的开端”。

石先生主持的半坡遗址发掘创立了“半坡
考古范式”，开创了国内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先
河，催生了中国第一个遗址博物馆——西安半
坡博物馆。但在石先生的心中，半坡考古还不
止这些，在他的口述史《叩问远古的村庄》一书
中，他提及了俞伟超、杨建芳和我的父亲张忠

培等在半坡实习的北京大学学生，提到了父亲
组织的那次“文物展”。我想，这些从半坡遗址
走出来的中国考古学巨擘、大咖也是石兴邦先
生引以为豪的地方。

半坡考古之后，石先生与我父亲的联系基
本就没有间断过。我在整理父亲的书信中，发
现了多封石先生给我父亲的来信。现摘录两封
如下：

信一
忠培同志：
来信和稿子都收到了。
您这稿子写的很好，很实际也很有寸分。
尹达同志的纪念文集，决定出，十月份或

十一月份作定稿，我希望您写一篇文章，评价
他的事功也好，写一篇学术论文也好，作一纪
念是我们理应义为，希望您能完成，十月下旬，
我在北京，您可寄到考古所即行。

《史前研究》从明年起由考古研究所主办，
我想使他成为史前研究的机关刊，能反映这一
学科面貌，请您多写文章寄来。

即颂，研安。
兴邦

1985.10.4
信二
忠培同志：
您好!
来信收到，甚喜，关于“史前文化”一书，幸

亏您和文明同志通力合作，英俊后生奋力挽

写，得以完成，实一大佳绩，甚为感念。前面1.5
万字的前言部分原来由我写的，后面我请您和
文明写，不知成否？

您谈的培养人才一事正合时势及需要，所
言甚是，希望您能为此受些辛苦。上次在我家
谈后，我即向×××同志谈了，他当时就表示
赞同，并力争实现，我近日和他谈及此事，他已
向局里诸领导说明此事，并特别提到您，要把
您挖来，现在做西大工作，他和现任校长是同
窗好友，也不成问题，我和他商量发信向省长
荐言，志在今年暑期实现，因为培养人才，人心
所向，力争促其实现，文物局已向省长提出，为
高级研究人员特建一处高级宿舍，初步已得到
同意，我想对工作、生活条件将在全国走到前
面，这样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在考古上搞一
个中心(东方文化中心)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我
的想法，我希望您以后能建业，落脚西安就理
想了。

向马老师和孩子们问好!
谨致
敬礼

兴邦
2000.4.6

石先生是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开创人。他
致力中华文明的探索，专注于史前考古研究，
出版《西安半坡》《临潼白家》等多部学术专著
以及发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
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及
其有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
展及其源流的考察》等论文百余篇。石先生为
陕西考古倾注大量心血，搭建了陕西地区新
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基础框架，并前瞻性布
局考古工作，为陕西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2022年10月，当我得知石先生走了的消息
后，一种莫名的悲痛袭上心头。尽管随着岁月的
流逝，先生的面容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但在我心
目中，他的形象永远是高大的。特整理出上述这
些文字，来纪念我心中的石兴邦先生。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中：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先生；左：石兴邦
先生；右：张忠培先生(地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资料室)

怀念石兴邦先生
张晓悟

学术研究中的陈旭老师

1990年12月7日饶宗颐（前排右一）、利荣森在
大湾遗址现场考察

1990年12月5日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六号墓
出土商代玉牙璋及串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