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冬!与学生们在丁公遗址" 左起#方辉!刘敦

愿!栾丰实!许宏"

!刘敦愿编写的 $中

国考古学简史% 课程

讲义!%"&' 年 & 月!封

面与内页

!"#$ 年代大家热议 !新三

论 " !老三论 "# 他说 # 什

么论都代替不了读书# 你们

不用听那些时髦的东西# 你

们就好好读书$

方辉 ! 他挺喜欢用比

喻! 比方说谈到田野考古的

时候! 他经常会用飞行员的

飞行时间和飞行技术是成正

比的! 来强调田野考古的重

要性" 飞几十个小时! 与飞

几百个小时和上千小时的飞

行员! 他们的水平肯定是不

一样的 " 在野外也是一样 "

经历过这种锻炼之后! 你才

能做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

他还有些很独到的观

察" 像 #古代庭园植树与观

赏养鹤$ 这篇文章! 从文献

到图像 ! 给它建立一个联

系% 一般人可能注意不到这

么多的细节! 而他是小中见

大的" 我觉得这和他读笔记

小说有关系! 他的阅读和很

多人都不一样"

郑岩! 他睡前都会读几

篇 %太平广记 &$ 一方面是

消遣# 一方面他认为这里面

有大量的史料$ 他常常利用

这些史料反过来再去讨论早

期的东西# 他觉得这是很重

要的参照$ 他从这里面生发

出了很多后来的研究# 比方

说科技史' 环境' 神话的研

究等等 $ 还有风筝的研究 $

潍坊建风筝博物馆# 请他指

导# 他就花了很多时间把读

过的关于风筝的资料全都整

理出来$

他很喜欢看侦探片# 他

说我们研究古代就和破案一

样$ 另外他还喜欢看电视上

的 %动物世界& 节目# 因为

他要研究古代的动物$ 他是

很渊博' 又很有情趣的# 一

个好玩的学者$

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

他不经营# 但是非常有责任

感$ 我曾经问过他# 您是学

西画的# 怎么后来就做起中

国研究来( 他说这是我们中

国人的东西 # 中国人怎能

不做 (

他最后还是留下很多遗

憾的 # 他还有好多事没做 $

他是最早用 !美术考古" 这

个词的学者之一# 但他说这

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代人

能做完的事# 我们要一点一

点积累 $ 他是特别真诚的

人# 非常真实# 不会夸大自

己做的东西$

方辉! 他写文章! 要积

累好多年" 他说一个问题就

像一个麻袋一样! 不断地往

里头丢资料! 最后快封口的

时候也就是把文章写成的时

候" &文革' 期间不可能写

作! 但可以不断积累! 到了

!"%$ 年代以后就到了扎口的

时候! 所以到后来他就成熟

一个扎一个% 到他去世的时

候! 他实际上还一直在写%

即使在病重期间 ! 他每

天还是坚持写作一两个小

时! 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

天! 他还是拼命坐到自制的

轮椅上坚持写作% 因为他有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麻袋还

敞着口! 没封口 % 那时候我

们的副校长乔幼梅老师去看

他! 他说有很多事没做% 看

着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

来了! 很欣慰! 但是他自己

的事儿 ! 还有好多没有做

完! 不舍得走%

郑岩! 刘先生生前就出

了一本书 # 就是一个集子 $

要不是台湾的学者帮忙# 他

这一辈子连一本书都出版不

了$ 最后的日子# 他让儿子

把书拿到医院去$ 他说# 把

这书给我拿过来$ 他把书放

在胸前抚摸# 就跟摸自己孩

子似的 # 摸一会儿再放下 #

然后再拿来 # 继续抚摸着 $

学术# 比他的生命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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