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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上卷）》

内容概要

古墓、古堡、古城，神秘的面纱背后是璀璨的古代文明，《文化新旅丛书:考古中国(上卷)》由中央电
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编，用零距离的方式与古人对话，拨开层层泥土，挖掘岁月尘封的往事。丰
富的国宝级文物，难得一见的历史资料，展示悲喜交加的历史故事。权威的考古专家，讲述中国考古
惊心动魄的发掘历程，描绘远古世界的点点滴滴。让我们跟随《文化新旅丛书:考古中国(上卷)》一起
穿越时空的隧道，感受中国考古探秘的神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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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上卷）》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帝王大墓寻踪    【1】寻找曹操墓    【2】发现曹操墓    【3】揭秘宋陵    【4】黄帝大猜想第
二部分  古城探秘    【5】发现黄帝城    【6】后宫秘道之谜    【7】郑韩故城    【8】失落的古应国    【9
】仰韶文化探秘第三部分  大墓疑云    【10】诡秘的墓葬    【11】古墓惊魂    【12】剑湖祭    【13】土
墩下的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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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上卷）》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公元220年二月丁卯，一支运送灵柩的队伍，穿出邺城的城门，向旷野深处而去。就在
这一天，在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中，剿灭了强大对手而统一北方，最终奠定了曹魏政权的魏武帝曹操出
葬了。《三国志》记载，曹操去世后葬在了邺城，他的陵墓被称作高陵。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曹
操墓却神秘失踪了，经历了无数后人的苦苦追寻，曹操墓如同人间蒸发，丝毫不见踪影。一个更大的
谜团是，在历史学家眼里，曹操文韬武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奇才和诗人，他剿
灭北方群雄后，积蓄的力量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极富戏剧性的魏、蜀、吴三国争雄时代，完成了中
国的统一。可是在曹操身后漫长的时光里，他在世人眼光里逐渐变为残忍冷酷的乱世枭雄，一个阴险
狡诈、千夫所指的超级奸臣。在中国戏剧舞台，曹操的大白脸形象与其他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这
种强烈的反差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成为了古今奇观。那么，1700多年前那个真实的曹操是什么样
子呢？曹操墓又到底在哪里呢？公元200年黄河南岸汴水边的官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中牟县、原阳县
一带，一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战略大决战即将展开。决战双方的统帅一一曹操和袁绍，他们曾经是
亲密战友，在东汉末年外部受到羌族侵掠、内部宦官和外戚专权争斗的艰难岁月里，一同为捍卫东汉
政权费尽心机。然而这一次，双方却在你死我潘的争斗，因为双方都明白，如果谁击败了对方，谁就
可能主宰这个帝国未来的命运。东汉末年因为王位之争引发动乱后，东汉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各地诸侯拥兵割据，经过十年的军阀混战，在当时的黄河流域出现了两个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袁
绍集团和曹操集团。一是雄踞河北的袁绍，他在东汉全国13个州中占领了4个州，即冀州、幽州、并州
、青州。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西全部，以及山东、辽宁的一部分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刚好是
等于东汉王朝的1/3。另一个集团的统帅就是曹操，也同样具有天下1/3的地盘，他在黄河以南控制了
徐州、兖州、豫州和司隶校尉部，相当于一个州。也相当于控制了东汉王朝所有版图的1/3。在曹操面
临的众多敌人当中，最大的威胁来自毗邻的袁绍。而对于袁绍来讲，曹操也是他最急于剿灭的敌人。
这两大集团都有一个几乎相同的目标，那就是自己先统一中原，而后平定天下，进一步取代东汉王朝
。正因为两者都有同一个目标，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迟早要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这
场决战就是发生在汉献帝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袁绍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就是直捣曹操的根据地许
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许昌，进而通过决战，一举剿灭自己的头号劲敌曹操。此时的曹操明白，如果
袁绍的大军渡过黄河天堑，便会长驱直入，广阔平原上的许都就无险可守。然而，更为危急的是，曹
操与袁绍的兵力十分悬殊。袁绍投入官渡之战的兵力史书上多次有明确的记载，精兵十万包括骑兵一
万。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军队。而曹操投入的兵力史书上也有多次记载，只有一万，而且武器装备各个
方面也落后于袁绍。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曹操深知，如果不能选择有利地势阻击袁绍，袁绍的十万
精兵就会将自己围而歼灭。就在袁绍的大军在向黄河逼近之时，曹操三次来到距离许昌150里远的汴水
官渡察看地形，决定将主力部署在这里，作为阻击袁绍的核心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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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上卷）》

编辑推荐

《文化新旅丛书:考古中国(上卷)》：中国人称自己为华人根源就出自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陶盆玫瑰花
是“花族”的图腾“花族”就是华族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自称华夏民族的由来西汉王朝的二元二政治因
外戚兴荣又因外戚垂败王莽则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戚他的篡权正是皇后裙带
政治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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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上卷）》

精彩短评

1、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客观深刻的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妙不可言
2、其他都还好，就是不太喜欢曹操墓那一段。在目前史学界还有很大争议的情况下，CCTV介入拍记
录片并草草成熟，感觉有被地方政府利益绑架的嫌疑。
3、当初一眼就看中了这本书，收到书了，开心
4、真的很不错 各方面都很好
5、儿子不喜欢，放在醒目的地方，让他时不时可以看看
6、书写的不错，值得看
7、帮儿子同学一起买卖的
8、这本书很好，读完书能感觉自己触摸到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在古老的历史现场旁注视和观察古
人的活动和生活，历史与现实并存，历史支持现实，现实还原历史。
9、感觉不错，只不过为什么有的图片不是彩色的呢？是因为什么特殊状况吗？二十八块半买了的书
也就那样吧，内容不错，图片差强人意
10、图文并茂，解说准确，图文对照清晰，文字优美
11、作为一个考古爱好者，想了解的就是对这个古墓或者说古遗迹的从发现到发掘到专家们对其之后
的研究和确认，所以很多只要大概的知道一点就可以了，这套书很好，不像有的考古书，TM的把要
发掘的现场的风景描绘了后还要发表一些无关边际的感想，结果一本书这样已经写了几十页了，纯粹
是滥芋充数，看着就恶心，本来就这个发现是一种喜悦，是一种很想知道当时现场的发掘和后来对其
的研究的，看到作者的这种篇幅，一下子就恶心到了极点~~
12、考古中学校老师推荐看的，孩子不太喜欢。
13、（东师图书馆）把节目的文字稿不加整理就成书了，乱糟糟
14、应该还好吧，帮同事买的，我翻看了一下，纸张的裁边有点毛毛，好在内容不错，图片很多很清
晰
15、居然有的图片不是彩页的，不知道本就这样还是......????
16、中国文化的结晶，可以一看。
17、没有看内容，不过还行，包装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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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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