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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的宝山发掘终于施行 ， 补充了这 一 地区殷商考古的空白 。

博》199 6 年 第 4 期 ) ， 已为研究有关问题所必读 。 1 99 8 年 1 月 至 19 9 9 年 5 月 ， 由赵丛苍

量材料 。 宝山遗址便是在这 一 期间发现的。 他的论文 く城固洋县铜器群综合研究》 ( 《文

系统的综合研究 。 1 9 90 年 春 ， 他率学生在城洋进行考古词査 ， 历时两个多月 。 搜集了大

く城固宝山》的作者赵丛苍教授 ， 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 ， 即对城固 、 洋县青铜器作了

く沙可乐氏藏商代青铜礼器》， 19 8 7 年 ) ， 使外国学者的 目光也集中到这里来了。

尊 ， 因其形制 、 纹饰与早期流散 ， 为美国沙可乐 氏收藏 的 一 件几乎全同 (参看 白克礼

陆续不绝 ， 学术界迫切要求对其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 。 特别是 19 8 3 年 洋 县 张 村 所 出 的 牺

始于 19 5 5 年 城 固苏 村 商 代 青 铜 器 的 发 现 。 其后 自滑水河到汉江沿岸 ， 出土青铜器的讯息

陕西汉中的城 固 、 洋县 一 带 ， 传说很早就有青铜器出土 。 其受到考古学者的注意 ，

《城固宝山》报告所体现的 ， 是西大考古专业近年的最新收获之 一

。

还支援 了国内各地 ， 成为考古文博界的重要力量 。

方面都成绩卓著 ， 推动了学科的前进 。 出身西大的考古学者 ， 不仅遍布于西北各省区 、

古文字等多方面著名专家的支持 。 近半个世纪的事实证明 ， 西大考古专业在科研 、 教学

究 、 培育人才的中心 ， 实系势所必至 。 因此 ， 西大考古专业 一 开办 ， 就得到考古 、 历史 、

西安为核心的大西北 ， 又在史前 和历史 时期考古 中居十分重要 的地位 ， 于此设置发掘研

在西大设立考古专业 ， 当然并非出于偶然 。 学校所在地西安是周秦汉唐古都 ， 而以

设考古专业的高等院校 。

首先是 19 5 2 年 院 系 调 整 后 的 北 京 大 学 。 1 9 5 6 年 ， 西大开设考古专业 ， 是全国第 二 个 开

家 ， 不少曾在外国留学 ， 我国尚无考古学的系统教育 。 建国后才在大学里创设考古专业 、

后于 19 2 8 年 开 始 了 殷 墟 的 发 掘 ， 从而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传统 。 当时负责工作 的考古学

进中国 ， 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 最早由中国学者 自己主持 的考古发掘是在 19 2 6 年 ， 随

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 。 大家知道 ， 近代考古学在 20 世 纪 初 传

19 9 8 年 发 掘 报 告 乡 系 最 新 出 版 的 一 种 ， 是对商代考古的重要贡献。

发表了一 系列代表性的成果 ， 包括扶风案板 、 西安老牛坡等发掘报告 。 く城固宝山― ―

20 0 2 年 秋 天 ， 西北大学欢度其 一 百周年的校庆 。 在这前后 ， 西大文博学院考古专业

李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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