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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际根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际根：：

2727年年““挖挖””出一座商城出一座商城

唐际根小时候是个煤矿娃。
可谁也想不到，这个煤矿娃

“挖”出了一座商城。一个人，一
座城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唐际根，江西萍乡人。作为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际根在殷
墟工作了 27 年，他领导的考古
队发掘的商代墓葬就达上万
座。殷墟发掘就像是中国考古
学史的“浓缩版”，见证了中国考
古学从一棵小芽，发展成为参天
大树的过程。

前段时间，为了推进公众考
古，唐际根还开通了抖音号“唐
际根聊考古”，趣味而不失严
谨。他说他的短视频重点不在

“教”知识，而在与大家分享获取
知识的过程。回顾自己的人生
历程，唐际根总结说“要做一个
真实的人”。

记者：能否分享一下您与殷墟结
缘的具体过程？

唐际根：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
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美学的，
当时还参加了北大五四科学论文竞
赛，拿了个二等奖。

另一篇文章是关于新石器时代
考古的，这篇文章没有得奖，但是严
文明先生给我打了 92分，那是非常
高的分数了。这件事对我鼓励很大，
毕业以后，我就想研究新石器。但后
来怎么就改变了方向，又由新石器时
代考古“跳”到了商代研究呢？

这件事与“讲师团”有关。1987
年，社科院通知我参加“中央讲师
团”，地点在河南内黄县。

我当时要从安阳到内黄，那时候
我年轻，拒绝坐讲师团安排的汽车，
而是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阳工
作站借了一辆自行车，下午 3 点出

发，骑行 60公里，骑到内黄时我的两
条腿都僵硬的下不了车了。在内黄
安顿好后，又返回安阳还车。还车的
时候在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见
到几位老先生。先生们看我喜欢运
动，便说考古所安阳工作站需要我这
样的年轻人，问是否考虑加入安阳工
作站。

因此，我就考虑可以从新石器转
到殷墟这方面的研究。那一年刚好
安阳考古队的老队长郑振香先生招
研究生，我就考了她的研究生，毕业
后来到了殷墟工作。

记者：在殷墟考古过程中有什么
难忘的经历？

唐际根：那肯定是洹北商城的发现。
一般的考古发现都是有了一些

苗头，比如说盗墓贼盗出了什么东
西，或者说老乡耕地耕出了什么东
西，然后考古队去看现场，而我是以

自己的硕士论文作为选题。
之前，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郑州

商城是商早期，安阳殷墟是商晚期或
者商后期。在准备硕士论文时，我用
了 3年整理资料，发现所谓商前期、
商后期的框架解释不了商王朝的考
古发现。所以我就认为这之间必定
有一个商中期，其间我连续发表了一
些论述文章，最终填补了商代早期与
商代晚期之间“中商”的空白，这是我
这辈子做考古最得意的一项工作。

作为一个考古学者，从找出洹北
商城，到把它的年代解释清楚，把它
的建筑解释清楚，把双王朝的边界框
架解释清楚，这是一项整体的研究，
而在这个研究里，我可能跟很多学者
不一样，第一是我始终在坚持研究，
第二是我逐渐在取得成功，第三我的
研究是连续性的。这种成就感，是其
他事情无法替代的。

记者：幼年的哪些事情对您影响
很深刻？

唐际根：我是煤矿职工的家属。全
家7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工作，我母
亲负责在家带孩子，因为家里5个孩子，
她也没有时间去工作，在全身心操持这
个家，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

那时上学太远，得自己带午饭。
每次带饭的时候，我在空饭盒里边放
一个饭勺，去打饭前，我就故意晃了
一下，饭勺撞击饭盒发出声音引起我
母亲的注意，让她以为我要去装饭
了。其实我偷偷把饭盒里的勺子拿
了出来，装到口袋里，并假装在饭桶
里舀两勺饭，其实饭盒什么都没装。

当时只是想给弟弟妹妹省口粮，
所以中午都是饿着肚子。

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去一个小
工厂，参观怎么做瓷器，老师要求每
个学生带四两粮票，还要带 5毛钱。
我知道家里没钱，我就没告诉母亲。
结果第二天我假装正常上学时，母亲
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就追上我哭

着问为什么不跟家里说，我说家里不
是没钱吗？母亲就哭着跑到隔壁邻
居家，向一位老太太借了四两粮票以
及5毛钱，就硬塞给我。

参观倒是顺利，但等到中午吃饭
时，我并没有将钱和粮票交给老师，
而是跟老师说我有一个亲戚在附近，
我说吃完饭我肯定在你们大家离开
之前赶回来，老师就同意了。回来以
后，我就偷偷地把钱跟粮票都还给了
邻居老太太，这些记忆特别深刻。

记者：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
人或事激发了您对考古学的热情？

唐际根：这要分几个阶段。
最早是因为严文明先生的认可，

虽然严先生并不是我的导师，可能都
不认得我，但是两次给我比较高的评
价，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第二就是李伯谦老师、刘绪老
师。我们班同学对两位老师有个评
价，他们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
的家人。带我们考古实习，既教我们
知识，还关怀我们生活，人品高洁，对

我们影响很深，这也是我们这个考古
班毕业后改行很少的原因。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的导师郑振
香先生，做事本分，兢兢业业，非常能
吃苦，让人很遗憾的是她今年上半年
离世了，同时让我更敬佩的是她居然
把经手的所有考古资料全部整理出
版发表，这非常了不起。

第四阶段，是我在 1994 年参加
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工作时遇到
的 3 位老师，张光直、张长寿、高天
麟。张光直老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
授，有次我去哈佛，那时年轻不懂事，
请求他题几个字，过了几天张老师给
我一张纸，上面写着“理论多元化、方
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我后来才知
道他题这几个字的良苦用心。张长寿
先生影响我的是他的敬业精神，他年
纪大，却跟我一样的时间上工下工。
高天麟先生最能吃苦，总是把最苦的
活都留给自己，一分钱掰成两分花，这
种共产党员的品质让我感受到了他
们那一代的不容易。

“做一个真实的人”

记者：如果给您的人生划分一个
阶段，您会怎么划分？

唐际根：仔细想想可以分为 3个
阶段。

首先是大学，一方面我对考古有
了一定的理解，另一方面跟老师们建
立了很深的感情联系，就像李伯谦老
师、刘绪老师。他们对学生特别好，
不仅是老师，更是家人。我们班之所
以都能够做考古，跟这一点是脱离不
了关系的。

其次是我读硕士和寻找商中期
的阶段。这个阶段很不顺，很辛苦，
付出太多。这时我本来应该经常回
北京去照顾我儿子，因为那时我儿子
刚出生也不久，我应该多照顾着自己
的家，但是最长的时候一年 365天，
我 327天在河南安阳。没有照顾好
自己的家庭。这是我最后悔的事。

之后就是到南方科技大学以后，
面对新的平台、新的环境，我肯定要
思考到底该干些什么。我有一个团
队，他们都很年轻，有理想，愿奋斗。
我愿意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甚至在
一定意义上与他们共同奋斗。

记者：对于想要从事考古学的年
轻人，您有哪些建议或寄语？

唐际根：学方法比学知识重要。
有时候我们容易走入误区，只重

视知识，不重视方法。其实方法比知
识重要。我经常给学生讲，我上课不
是来教知识的，我是来和大家一起分
享获取知识的快乐的。

我认为不仅是考古学科，所有学
科都是这样，方法或者思维比知识更
重要。

记者：您有座右铭吗？能否用一
两句话总结一下您的人生哲学？

唐际根：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
才能获得尊重。

我写《此处葬曹操》这本书，感受
最深的是曹操很真实。我从不隐瞒
我喜欢曹操。想要实现所立志向，需
要做到通透自如，都必须以“诚”为
路，这样才能走向通达。
记者 梁宸瑜 受访者供图

要让社会公众理解殷墟的价值

为给弟弟妹妹省口粮，小时候经常饿肚子

唐际根在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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