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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世界大发现纪实系列丛书》经过专家学者们长达

两年的编撰工作，终于出版了。其间的酸甜苦辣难以用

语言来表达，但备感欣慰的是，崇尚科学的读者朋友们终

于可以一览为快了。

本套丛书共十五册，它们分别是《拨开宇宙的迷

雾———天文大发现》( 上、中、下) 、《精彩地球———地理大

发现》( 上、中、下) 、《自然世界的奇迹———数理化生物大

发现》( 上、中、下) 、《地下深处的秘密———考古大发现》

( 上、中、下) 、《神奇分界线———北纬 30 度的秘密》( 上、

中、下) 。人类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不知凝聚了多少人

的汗水和心血，甚至生命。每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都给

人类带来无价的物质或精神果实，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

自然或历史的本来面目。

19 世纪末，在公众甚至科学家中普遍存在一种情

绪，以为能被人们发现和解释的所有事情都已被揭示出



来了。在 20 世纪的头 5 年中，人类终于驾驶着一种机器

飞离了地面，爱因斯坦也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

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努力适应这个神奇无比的世界。20

世纪的科学巨人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知识，使以前所有

的发现都黯然失色。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发展使人们看待

科学的方式发生了突变。在 21 世纪，公众已开始认为科

学突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一些所谓的未来学家自

吹自擂的预言却不以为然。

在人类以往重大发现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中，一些重

大的秘密仍未能得到全解。这些重大秘密中的细枝末节

已使人类困惑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比如说亚里士多

德，他第一个提出了鸟类迁徙的说法。他说对了一些事

情，也说错了一些事情。他所说错的事情却因为是他说

的而延误了人们进一步探究长达两千年之久。现在，我

们也只得到部分关于鸟类迁徙的答案。在另外一些情况

中，现代科学的巨大突破已在不曾想到的领域中遇到了

新的问题和困难。比如，我们对宇宙起源知道得越多，解

释就越抽象，以致许多科学家开始认为他们离神学而不

是科学更近了。

100 多年前，我们对大陆板块漂移一无所知，即使现

在我们也仍无法准确预测由板块运动引起的地震。恰好

在 60 多年前，人们首次提出可能存在黑洞。现在，我们

已可推知出它们的存在，但它们的性质却在某些方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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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让人困惑难解了。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发展就好比吹气球，气球里面是

已知的知识，外面是未知的世界。已知的越多，气球的体

积就越大，它接触到的未知世界也就越广阔。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发现一个规律，发现一个事实，

科学就前进了一步。而发现一种未知的现象，科学也同

样踏着它向前迈进。

科学史是用问号和答案写成的。问号后面是答案，

答案后面是问号。而且有时候，答案里面包含着问号，问

号也许就是一种答案。21 世纪科学的发展，往往就是在

问号里面找答案，在答案里面找问号。

发现意味着既拥有一个新的结束，又拥有一个新的

开始。

世界需要发现，人类更需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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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考古界震惊的三星堆遗址

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县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

称为马牧河的古河道，北岸的阶地形似月牙，叫做“月亮

湾”。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三星堆”。就是在这个

富有传奇色彩的“星”、“月”之地，演绎出了动人的考古佳

话，把人们引入了一个神秘而崭新的文物天地。

１９２９年春天，世代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祖孙

三人，在清理水沟时，意外地在沟底挖到了一坑玉石器，

有璧、璋、琮、钏、珠、斧、玉料等３００多件，他们深夜取回

宝物，秘而不宣。三四年后，宝物逐渐流传到社会，“广汉

玉器”在古董商手中炒得炙手可热。１９３４年春天，由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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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发现三星堆的农民燕道诚全家合

影。约摄于１９２８年，图中戴礼帽者为燕道诚，

他左手边为儿子燕青保，背后站的为孙子燕明

良，右边二妇女为儿媳、孙媳，三小人为曾孙。

现这一家人除右边小人外均已谢世，曾孙燕开

政也已５０多岁。

西大学博物馆（现四川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和美籍教授葛

维汉带领的考古队第一次到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和发

掘，获得玉、石、陶器残片等６００多件。当时旅居日本的

郭沫若先生在看到出土器物的照片后，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称广汉发现的器物“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

文化接触的证明”。解放后，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在

这一带进行过调查、清理和发掘工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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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９年，燕道诚首次在这条水沟里发现了

三星堆玉器水沟，而今已整修一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三星堆附近建起一个砖厂。每

天，浓浓的黑烟就冲出高大的烟囱弥漫在古遗址的上空，

轮窑则如饥肠辘辘的汉子，贪婪地吞噬着三星堆的黄土。

于是大量的陶片、陶器和石器暴露出来，部分取土的断面

上文化层清晰可见，这些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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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５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广汉县文化馆派人共同进

行试掘。由于这次试掘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经研

究决定成立专门的发掘领导小组，扩大规模继续发掘。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中旬，由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广

汉县文化馆联合组成的发掘队伍进驻了三星堆。他们选

取三星堆中部一堆的东侧作为发掘区，首先按坐标法将

发掘区分为Ａ、Ｂ、Ｃ、Ｄ四个区域，而后从中心基点向四

周布了４４个５米×５米的探方，总面积达１１００平方米。

在发掘中，队员们发现发掘区西南部的耕土层下有厚薄

不等的文化层堆积，尤其是最西南靠土堆顶部边缘处，文

化层特别厚，包含物也十分丰富。从这里出土了大量的

罐、高柄豆、圈足豆、鸟头把勺、盉、圈足盘、平底盘、瓮、

碟、瓶、杯、壶、纺轮等陶器，还有一件形似蚕茧的陶网坠。

出土的石器主要有斧、锛、凿、刀、杵、纺轮等。遗址里还

出土了动物牙齿３７枚，经成都地质学院古生物教研组鉴

定，全系鹿牙和猪牙。根据所出文物（主要是陶片）的性

质、种类和纹饰以及确切的地层关系，文化层大致可分为

三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等方

法测定，距今约４５００多年；第二期距今３７００多年，约当

夏商之际；第三期距今３２００年，约当商代中晚期。

除了陶、石器等遗物以外，发掘人员还发现了一些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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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包括３个灰坑、４座墓葬和１８座比较完整的房屋建

筑遗址。房屋建筑遗址的发现，着实令发掘队员兴奋了

一些时日，毕竟，这是四川首次发现４０００年左右的建筑

群啊。

发掘不断获得新进展，这极大地激发了队员们的工

作热情，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第一次发掘结束后，从１９８２年到

１９８５年，他们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多次进行了调查和发

掘。结果，他们在三星堆找到了更晚的文化层———第四

期文化遗存，它距今３０００年，约相当于商末周初，类似于

最早发现的蜀文化的新繁水观音遗址。同时，队员们还

认识到月亮湾和三星堆乃是同一文化内涵的遗址，其分

布面积达１０平方千米以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调查和

发掘，１９８４年又在三星堆发现了人工夯筑的城墙。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日，三星堆考古发掘史上规模最大的

一次发掘拉开序幕。他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共发掘了

５３个探方，总面积达１３２５平方米，发现了２．５米深的文

化层堆积，从中发掘出大量的房屋遗址，众多的陶片、玉

石器和漆器等遗物。根据土色土质分析，地层可划分为

１６层，１～６层分别是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８～１６层分

别是从商末周初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间第７层是一个

厚２０厘米～５０厘米富含水分的淤泥层。这些文化层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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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成为蜀文化５０００年的一个发展标尺，它还告诉我

们，西周时期的古蜀国可能遭受过一次特大洪水，这不由

得使人想起那个有关杜宇的传说，这次洪水是否就是杜

宇束手无策的那一次……

古老的三星堆遗址以丰厚的发掘成果引起了各方面

的关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来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

来了，考古界的专家也来了，他们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

它是研究古蜀文化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遗址，有的说看

见它就看见了巴蜀文化……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发现还在后面……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兽面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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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现身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８日，三星堆（已名不副实）附近的砖

厂烟囱依然冒着滚滚浓烟，工人们有的制坯，有的和泥，

有的装车，有的挖土，都正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从

坑中取土的工人杨远洪、刘光才等也正干得起劲，这时只

听见“砰”的一声，一些亮晶晶的东西从土中溅起。“啊，

是玉！”一位工人惊叫起来。旁边的人一听都跑来围观，

原来是一根长４０厘米的玉璋被挖碎了。见土里出了这

样的宝贝，工人们都群情激动起来，纷纷到坑里去挖，又

有十几件玉石器出土了，但都被工人们哄抢一光。此时，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队员正在整理上半年的发掘资料，闻

讯，队长陈德安等人马上赶到现场，当即封闭了这个埋藏

点，并向当地群众宣传国家的文物政策。

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十几件玉石器都完整地收回

了。与此同时，发掘队又电告省文管会和广汉县委，进行

抢救性发掘清理。后来证明，工人们发现玉石器的地方

正是后来被称为一号祭祀坑的一角。

从７月２０日到８月１４日，他们共开出６个５米×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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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探方进行发掘。７月２６日，发掘队找到了坑口，发

现坑的四角基本为正东、西、南、北方向，东南壁的正中及

东北、西南两壁东南侧各有一条坑道向外延伸。坑道及

坑内均填有黄褐色的五花土，相当坚硬，显然是经过层层

夯实了的。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巨型乌木，图为柏树、

银杏乌木，直径１６米左右，深埋土中近万年，

至今当地农民仍在枯水季节挖回家当柴烧。

１９８６年７月３０日凌晨，人们睡梦正酣的时候，三星

堆发掘工地上的电灯在空旷的田野中显得格外明亮，周

围是那么安静，只听见队员们拿着手铲、竹签工作的声

音……２点３０分，奇迹出现了！那是一小节黄色的物

体，它像初识眼前的这个世界似的，只微微探出点头，但

就这微微一探头，已引起了正在工作的发掘队员的注意，

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