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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唐考古文论》内容简介：这次选择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史前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主
要是未曾发表过的论文；二是汉唐考古的论文，其中多数为亲历考古的内容。还有个别为分担的书稿
，因各种原因未成书，这次也一并收入。文章排序不以发表的时间，而是按讨论内容的时代先后排列
的。
前几篇可以说是作者学习考古的小结。
1995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为了配合学生实习，对长清仙人台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取得了意
想不到的巨大收获，也就是从这次考古发掘开始，作者初次接触到了古代马车的遗迹、遗物。后来的
六七年间，又先后参与发掘了双乳山汉墓、洛庄汉墓、危山兵马俑坑，在整理资料时逐渐对古代马车
的研究产生了兴趣，积累了一些资料。本文集中的几篇关于马车的文章就是我学习的一点体会。本文
集中较多的篇幅是关于双乳山汉墓和洛庄汉墓的研究，这主要是由于我参与了这两个项目的发掘工作
，一些问题确需认真思考和解决，因此产生了不少想法，并就其中一些较成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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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大庸  男  职称:教授 博士生导师
出生年月 ：1961年6月
籍贯：山西汾西
学习及工作简历：
1980—198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
1984—1986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师
1986—199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助教（其间：1986—1989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研
究生学习，1989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1—1997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讲师（其间：1993—1997年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
史博士研究生学习，199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7—1999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师
1999—2000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
2000—2001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2001—2006年济南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长
2006—2007年济南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府学文庙管理处主任
2007—2008年济南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府学文庙管理处主任，民盟济
南市委主委
2008.01至今 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济南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府学文庙管
理处主任，民盟济南市委主委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
汉唐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史、旅游文化及文化产业
著作与教材：
1.《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程论丛》副主编，济南出版社，2004年9月。
2.《济南重大考古发掘纪实》主编，黄河出版社，2003年12月；
3.《山东重大考古新发现》编委，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03年9月；
4.《考古发现的商代女将军——妇好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5.《历代名媛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6.《田野考古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主要论文：
1．《洛庄汉墓1号马车与秦陵1号铜车马的初步对比研究》，《东方考古》，科学出版社，2007年；
2．《近几年山东地区汉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
4．《济南老城区发现地宫与佛像窖藏》，《文物天地》2004年5期；
5．《章丘洛庄汉墓发掘成果及学术价值》，《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6．《济南市文物保护十大工程》，（内部资料）主执笔人，2004年；
7．《洛庄汉墓出土编磬刻铭研究》，《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8．《济南汉王陵博物馆园区建设规划设想》，《济南文史论丛》，济南出版社2003年10月；
10．《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内部资料）主执笔人，2003年；
11．《洛庄汉墓9号坑出土的北方草原风格马具试析》，《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
12．《洛庄汉墓的动物坑和乐舞俑》，《文物天地》2002年第3期；
13．《黄河岸边的西汉王陵》，《文明》2002年第2期；
14．《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当卢》，《文物世界》2002年第1期；
15．《山东考古大发现》，《中国国家地理》2001年第8期；
16．《济南章丘洛庄汉墓又有重大发现》， 《中国文物报》2001年3月14日；
17．《洛庄汉墓的陪葬坑和祭祀坑》，《寻根》2001年第3期；
18．《“吕大行印”可证，<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不确》，《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1日；
19．《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0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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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洛庄汉墓陪葬坑出土封泥及墓主初考》，《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1日；
21．《章丘发掘洛庄汉墓》，《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7日第1版；
22．《济南平阴西山发现春秋到宋元墓》，《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2日；
23．《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1999年考古发掘》，《199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2001年；
24．《西汉济北王墓出土的金饼及相关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
25．《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
26．《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
27．《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发掘成果的学术意义》，《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
28．《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
29．《双乳山一号汉墓一号马车的复原与研究》，《考古》，1997年；
30．《山东长清县仙人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

Page 4



《汉唐考古文论》

书籍目录

也论我国酿酒的起源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之初探
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研究
田昌五先生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妇好传——考古发现的商代女将军
初论两周时期车马埋葬制度
国君的宝物——以仙人台6号墓为中心
章丘洛庄汉墓发掘成果及学术价值
洛庄汉墓陪葬坑出土封泥及墓主初考
“吕大行印”可证《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不确
洛庄汉墓9号陪葬坑出土北方草原风格马具试析
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磬刻铭初探
洛庄汉墓1号马车与秦陵1号铜车马的初步对比研究
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发掘成果的学术意义
双乳山1号汉墓1号马车的复原与研究
试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中出土的几件错金银车马器
西汉济北王墓出土的金饼及相关问题
汉代的王车——以济北王陵发现的马车为中心
近年来山东汉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汾西令印”小考
论唐代胡俑的几个问题
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唐代黑人形象初探
汉唐盛世的缩影——都城长安与洛阳
从灵岩寺罗汉像看宋代佛教造像的世俗化
中国古代兵器的铸造与武艺的发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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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论我国酿酒的起源酒的起源在我国有不少传说和记载。最常见的一种说法，认为夏禹时有个名叫仪
狄的人开始做酒。在医书《素问》里，有一段黄帝与岐伯讨论造酒的话，那么，酒在传说中的黄帝时
代就有了。但是，这些都属于传说，确凿的证据不足。我们现在还需要从科学的态度出发，来探索我
国酿酒起源的真实时代。多年来，不少考古学家和研究化学的专家，对酒的起源进行了探索。到目前
为止，对于酒起源的时代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酒起源于很早的原始社会时期。①这
种看法有点笼统，并且也没有引用我国考古所发现的资料，只是根据一些记载进行了推测，在目前看
来是值得商榷的。第二种看法，酒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时期。②这个看法已有人怀疑过，在此
就不赘述了。③第三种看法，酒起源于龙山文化时期。④我们以前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但是随着科学
事业的发展，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出现，又为我们探索酒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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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不错，包装还行
2、是新书，但是纸质不怎么样，觉得不值这么多钱。
3、对于门外汉看学术性还是太强了些⋯我竟然是第一个标记此书的人，感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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