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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一些遗址里! 不少就是

跟学生一起进行的" !"#$ 年代

设立考古专业的只有北大和西

北大学两家! 它们培养的毕业

生陆陆续续分配到地方工作 !

包括山东省! 但这个时期山东

的考古工作主要还是得益于科

学院考古所的山东队" 这些早

年毕业的考古队员从年龄上讲

是刘先生的晚辈! 但刘先生与

他们的互动非常好" 山大和其

他一批高校建立起考古学专业

是 !"%& 年"山大能赶上这个机

遇! 和刘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亲

力亲为的田野工作! 以及与作

为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先

生在这方面的探讨# 推进是有

直接关系的"

我想在刘先生心灵的深

处! 做田野肯定还是他一生的

追求!只是 '"%& 年成立专业的

时候! 他的年龄已经不太允许

他到野外工作了" 我想如果老

天给他更长的时间! 以他对田

野考古的爱好和追求! 他可能

在田野考古学方面做出更大的

业绩"

郑岩!有一段时间!他的考

古学研究是走在前沿的 " 像

!"($ 年代初写的 #龙山文化若

干问题质疑$#古史传说与典型

龙山文化$这些文章!他在当时

就提出龙山文化可能已经进入

文明的前夜% 这个问题到 )"*+

年代大家才开始讨论"

方辉! 最典型的就是他写

龙山文化的拟鸟形器! 这是对

以鸟名官最早的系统论述 !那

时候刘先生已经在讨论龙山文

化的族属问题了"

刘先生后来的治学道路回

到了早年的想法! 将考古和神

话传说以及美术联系在一起 "

同时具备这些修养的人在学术

界并不多! 做神话学的人通常

只关注神话传说! 做考古的则

只是以实物为主! 能把历史和

考古结合好!就很少了!而如果

再加上美术史这条腿! 成为一

个$三栖%的学者&&&恐怕找不

出几个像他这样的学者"

他的理想是建立中

国的古典艺术史

郑岩!说到学者的素质!我

读到 !",- 年顾颉刚先生写&当

代中国史学$!里面有一段话其

实对认识刘先生很重要% 顾颉

刚这本书里专门有一节写美术

史'((在 &$ 世纪学术史里面

专门写到美术史是很少的% 顾

颉刚说!美术史是专门之学!非

有内行人是不能做的% 但是这

事情又很难!学美术的人!学的

是西洋美术!都是新学!对中国

传统的了解不够! 另外一批旧

派的美术家! 历史的观念和研

究方法又不够(((他说的历史

的观念!我理解就是他提出)疑

古*以来!跟西方学界可以同步

的史学观念! 他可能觉得那些

中国的经学家+ 画家是不具备

这些的%

做美术史必须要有新学的

眼光!同时也要有中国文献的功

底!这样的人很少!所以在美术

史的研究中! 我们的成绩很有

限%这是顾颉刚 )",-年说的话!

而刘先生那时刚大学毕业%

刘先生的父亲是铁路职

员!通英文!他家里其实有一个

西学的环境% 他在昆明考入国

立艺专! 但是抗战时期学画的

条件不行! 并且他觉得自己的

性格禀赋更像一个学者! 而不

是艺术家!所以想转来读书%他

先是对西方艺术史有兴趣 !但

那时候西方的书也不好找% 不

过当时在巴县! 有好多汉代画

像砖出土! 他就开始摸这些东

西! 然后又去中央大学听丁山

先生的课%按刘先生的解释!丁

先生是从小学入经学! 从经学

入史学% 刘先生就跟着他读先

秦文献!读得很苦%

他学绘画出身! 在文献上

下这么大的功夫! 几乎绝无仅

有!这与丁山先生的培养有关%

刘先生是丁先生的助手! 跟随

他多年!一直到丁先生去世%

顾颉刚谈发展美术史的研

究! 目的在于通史的写作% 我

想! 顾先生期待的就是像刘先

生这样的人! 他是可以做美术

史的理想人选! 只是他稍微晚

了一些进入学术界%

方辉! 刘先生文献功底很

好!这得益于他的勤奋"系资料

室保存了好几大本他年轻时做

的笔记" 他自己一笔一划地抄

'春秋('左传(!有钢笔抄录的!

也有用毛笔的" 他自己说他一

生中至少这么抄过三四遍" 课

堂上他引用 '春秋经传 (!都是

张口就来"

郑岩!我最近认识到!刘先

生到晚年做青铜器纹样的研究

有一个大的背景% 当年他就问

丁山先生! 自己能不能做青铜

器装饰艺术的研究! 丁山先生

说这个太重要了!但是很难!你

先得熟读先秦文献! 对先秦史

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刘先生为

什么做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从

西方艺术史进入的% 从他文章

里! 能看到他阅读了大量西方

古典学的著作! 他读修昔底德

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读塔

西佗的 &历史 $!当然影响他最

大的是米海里斯的 &美术考古

一世纪$%他对 )*+)" 世纪西方

考古学史有非常精深的学习 %

他读那些书!不是一遍地读!书

中有大量密密麻麻的标注 !不

只一种颜色 !他是像读 &左传 $

一样地读这些书%

作为一个学油画出身的

人! 刘先生看到了西方艺术史

的根基是在古典艺术! 由此开

始!他在想!中国有没有一个古

典艺术的体系, 这在当时其实

是没有建立起来的% 人们说到

古典时期! 无非是传说的伏羲

作八卦之类% 所以他的理想是

全面利用考古材料! 建立一个

中国古典艺术史的新系统 !这

个事情今天还没有做好% 今天

我们在汉唐美术上做了很多研

究工作! 但古典艺术史的工作

不行%根基应该建立在哪里,其

实应该建立在以商周青铜艺术

为核心的基础上% 中国青铜艺

术在世界艺术史中独树一帜 !

最有个性!但又是最难研究的!

现有的美术史研究的概念 +理

论+方法都很难进入%而刘先生

开始要摸索一条路来进入 !他

实际上是在拿西方古典艺术史

作为一个参照系! 来建立中国

古典艺术史的系统! 这是他最

崇高的理想% 然后由这个再往

前推!就是方老师谈的!他在山

东史前考古的工作% 他立足于

自己田野调查的经验! 进一步

追到陶器艺术的研究! 也就是

说! 进一步探讨中国古典艺术

的起源问题% 虽然他年轻时就

接触了四川的汉代画像砖 !但

实际上我们看到! 他对山东汉

代艺术的研究并不多%

具有近代学科意义的美术

史学! 在中国不只是文人画的

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的绘画史

写作从 " 世纪张彦远以来 !就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是!

怎样以西方美术的概念和分类

为参照 !建立一个中国的近代

专题

#$!"年#刘敦愿参加洛

阳烧沟汉墓发掘$ 此时的他

十分兴奋# 一天的日记会有

十几页之长# 穿插着各式写

生$这一年#他给日记封面题

下%美丽的一九五三年&$

郑岩在'我的老师刘敦

愿先生(一文中#提到刘敦

愿的书房里#一直挂着年轻

时用的调色板)还讲到这幅

画#%笔触简洁# 色彩明丽#

像梵高笔下的阳光&$

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山

!#$%#*#$!&"

经史学家蒙文通帮助#刘敦愿在国立艺专

毕业后# 进入四川省立图书馆工作+ 蒙文通

!后排右三"亦是刘敦愿的证婚人$

刘敦愿的资料卡片和挖陶器用的小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