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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二十一
世纪之初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创新
的重要战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
及其实现机制研究》一书，选题的现实
指向性强，成果的社会应用价值高，对
解决我国文物事业中存在的“文物合
理利用不足”等问题具有较高的借鉴
价值。

首先，著作主体本论包括六章。前
两章讨论国家遗址公园功能及其实现
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建设实践，后四章
则紧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功能和实
现机制的主线，分别从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的功能定位、功能体系、功能实现
机制以及如何实现的实证研究，对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
阐述。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既从供给侧
探索了供给主体的自我认识，又从需
求侧发现了公众的认知感知。案例分
析能够更直接地探索在各地实践中管
理者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和
功能体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更
清晰地从供给方角度找出了目前我国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问卷调研面向作
为公园服务对象的公众，能够更全面
地发现需求方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
能定位和功能体系的认知和感知，更
准确提出了目前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的方向与途
径。著作基于多元化功能有效实现的
整合性机制和共建共享新理念，提出
的以满足公共文化需求为导向，依托
多元化利益主体共同参与来供给适合
公众需求的多种类型文化产品，实现
公共文化利益，也创新了文化遗产保
护惠及公众的实现路径。

其次，著作最有创新和特点的还是
核心部分，即第三、四、五章。其突破了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某一项或几项功能的局部研究，注重
基于整体性思维来构建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的系统性功能定位和综合性功能
体系，并基于新时代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新理念，建立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功能实现的整合性机制。著作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践
的梳理，超越了单纯的过程分
析而触及到思想层面，从创新文
化遗产保护模式，到构建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协同机制，再到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和
倡导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
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全
面提炼了中国特色文化遗产管
理思想的新理念和新思维。著作
提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

实现机制模型，是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体现考古遗址的公共资源属性和自身之公共产品性质
的新思路，是基于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新战略对我国文
化遗产保护与公众美好生活对接的机制创新。其中，“基
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协同性机制”所提出的，以可持
续发展思想为引导、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基础对考古遗
址本体及其周边环境本身和它们所承载的历史、艺术、科
学、社会、文化价值的整体保护，通过反哺保护、展现遗产
价值、传承优秀文化、实现文化需求、经济社会发展、满
足美好生活需要等层面来实现对文化遗产的综合利用，
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原则的具体
运用。

总之，著作充分借鉴国内外文化遗产管理理论，完成了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及其实现机制的理论体系构建和
实践路径设计，体现了国际准则与中国理念的融合，实现了
对新时代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的理论研究创新与实践路径优
化。特别值得赞许的是，本著作提出了我国文化遗产类国家
公园建设问题。正如我在作者团队2019年12月主办的“文化
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学术工作坊主
题发言和研讨点评中所强调的，目前我国国家公园概念过
窄，应进一步拓展至文化遗产领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涵
盖自然保护地和文化遗产地的综合性国家公园体系。从这个
层面来讲，本著作基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我国文化遗产类
国家公园建设的理念倡导和路径探索，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也提供了理念借鉴，更为将来我国完善国家公园体系提供了
思路引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作者：王京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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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虢国是西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初封于今
陕西宝鸡，西周晚期东迁至河南三门峡。三门峡上
村岭虢国墓地出土众多青铜礼器和玉器，也反映
了当时虢国国君的崇高地位和国家强盛的实力。
上 村 岭 虢 国 墓 地 虢 季 墓（M2001）和 虢 仲 墓
（M2009）的考古发掘分别入选1990、1991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655年，
晋国“假虞灭虢”之后，虢国的亡国之君虢公丑向
东逃亡，避难洛阳。《左传》僖公五年曰：“八月甲午
晋侯围上阳。……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
奔京师。”《晋世家》亦云：“晋献公二十二年，其冬
晋灭虢，虢公丑奔周。”虢人是否如史书中记载那
样逃亡抑或被灭族？最终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然
而，随着 2017年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义马
市上石河村的一次考古发掘，为解开这个谜团提
供了一丝线索。

上石河墓地位于河南省义马市市区南部、石
河西岸约 100 米处的原上石河村村中。墓地北临
三一〇国道，南接新安古城遗址，西与开祥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老厂区隔墙相连。2017 年 7 月至
2018年 9月，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三门
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义马市文物管理所组成
的联合考古队对上石河墓地进行了首次大规模
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春秋时期墓葬 107座，
马坑 9座，共出土铜、陶、玉、石、玛瑙、骨、蚌和海
贝等类随葬器物 3545 件。此次考古发掘表明，该
墓地是一处排列有序、保存完整、规划严谨的春
秋早期墓群，是继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后发现
的又一处重要的虢国邦族墓地。2019年 3月，义马
上石河墓地被评为 2018 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

该墓地规划较好，墓葬排列有序，同期之间
没有打破关系，大、中型墓葬多为南北向，分布较
为稀疏，个别墓葬还有祔葬马坑。墓主头向多数
朝北，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上村岭虢国墓地
葬俗基本相同。此外，大、中型墓内出土的随葬器
物以青铜礼器为主，其器物组合、特征、纹饰等与
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铜器基本一致，说明了该墓
地与上村岭虢国墓地存在一定联系。M93是本次发掘的重
点，是发掘面积最大、级别最高、出土器物最丰富的墓葬，
共出土随葬器物 1338 件（枚），其中铜鼎 4件，铜簋 4件。墓
中随葬青铜器大多品质较差，铜鼎大小不一，存在配鼎现
象，也未合“五鼎四簋”的一般列鼎礼制，青铜器的制作水
平与上村岭虢国墓地差距较大，反映了该人群较拮据的经
济状况。其中一件鼎上有铭文 15字，“虢季氏子虎父作鼎子
子孙孙永宝用”，也证明了义马上石河墓地与上村岭虢国
墓地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墓地小型墓葬基本为东西向，且
集中分布在东区。最东部的小型墓排列较规整，而西偏西
的小型墓却穿插分布于南北向墓葬之间，说明这些东西向
的小型墓葬时间应略晚于南北向墓葬，随葬器物也多是个
别陶器甚至没有随葬品，此处的埋藏习俗已有不同，虢国
文化也在此时逐渐消亡。公元前 655 年，虢国被晋国灭掉
后，虢国国君虢公丑向东逃亡，避难洛阳。春秋早期义马处
于虢国与洛阳京畿范围之间，义马上石河村墓地可能就是
虢国东逃的贵族、家眷以及护卫随从的虢遗民邦族墓地，

或为三门峡虢遗民
的最终去向提供了
依据，也为解决两周
时期诸侯国遗民问
题提供新的思路。

另外，在M35中
出土一件典型的铜
鍑 ，铜 鍑 是 先 秦 时
期北方草原游牧民
族中常见的一种炊
煮 器 和 祭 祀 用 具 ，
是戎狄文化的代表
性 器 物 ，铜 鍑 不 仅
在上村岭虢国墓地

中未曾发现，在整个中原地区也极为罕见。它的出
土是虢国与北方草原民族交流或战争的重要例证，
为研究中原文明与戎狄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难得
的实物证据。

上石河墓地发掘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
室内资料整理、出土器物修复与保护、编写等工作只
能时断时续地进行，该书终于在2024年1月由科学出
版社正式刊印出版。全书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概述
了墓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墓地概况、发掘经过、
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情况等。第二章详述了所发掘
107座春秋墓的墓葬位置、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器物
等出土信息，对每一座墓和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进行
了详尽的文字记述，并与线图、彩版图片一一对应，并
对出土器物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和随葬器物的组合分
析。第三章对所出9座祔葬马坑的位置、形制、马的位
置及保存现状、随葬品等进行了详细描述，并通过马
坑规模和相对位置推定其所属墓主。第四章通过对墓
葬进行分组和类型学研究，分析该墓地和马坑的年
代，并将该墓地分为春秋早期前段和春秋早期晚段两
个时段。第五章为结语，阐述了义马上石河墓地的年
代、族属、等级制度与性质、考古学文化特征、战争与
联姻等对外交流情况。书后附录墓地的颅骨特征、出
土铜器的锈蚀产物分析等检测报告。全书 40余万字
的研究写作、357幅线图的精心绘制、54面彩版与 40

面黑白图版的拍照制作，倾注了考古工作人员大量的心血
和汗水。

关于义马上石河墓地的性质，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
议，但是这次发掘是虢国文化研究中又一次重要的考古发
现，不仅是虢都之外虢国文化墓地的首次发现，也填补了崤
函古道上春秋时期中小型贵族墓地发现和研究的空白。《义
马上石河春秋墓》一书编写翔实，图表丰富，与《三门峡虢国
墓》（第一卷）、（第二卷）相互印证，为研究两周时期的历史、
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也为研究春秋
时期的葬制和葬俗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具有重要的学
术意义。

（作者单位：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义马上石河春秋墓》
编著：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2024 年 1 月，《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
集》（以下简称“《合集》”）第六册由文物出
版社出版，是所有关心战国竹简研究的学
者期待已久的大事。数年来笔者研习 20
世纪出土战国简册，最重要的资料书就是
分册出版的《合集》。现在这套书出齐，内
心跃然，不揣浅陋，尝试分享研习这套书
的几点感受。

这套《合集》是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
心陈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
研究”（03JZD0010）系列成果的“收官”之
作，从立项到出齐六册成果，弹指 20年。
该项目的先导成果已经公开出版，即《楚
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2009 年，经
济科学出版社），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合集》比之前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
（十四种）》校勘更精，仅以新出的第六册
为例，字形隶定更严格（如“令”字按简文
隶定为从命从攵、“等”字按简文隶定为从
竹从口从寺）、释文也更精确（如第 47号
简释文“廷”字之前，《楚地出土战国简册
（十四种）》缺“以”字，《合集》补录；第 155
号简释文《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
的几个“足”字，《合集》据红外图像都改释
为“只”等）。当然，大家更关心的是《楚地出
土战国简册（十四种）》中被精简的其他内
容，特别是各批次简册完整的图像资料。《合集》六册出齐，意
味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秦楚国疆域内出土的战国简牍，
首次以原版照片、红外照片、文字校释、文本集解、历史和思想
研究相结合的形式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全书简册图版精
良、搜罗学术界成果宏富、文字词义考订精审、思想史和古代
史研讨凝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称得上是异彩纷呈。

项目组整理的成果由陈伟、彭浩两位先生任主编，各册
材料和释文注释主要负责分别是：（1）郭店竹书，李天虹、彭
浩等。（2）葛陵竹简，彭浩、贾连敏；长台关竹简，刘国胜。（3）
曾侯乙墓竹简，萧圣中；（4）望山1、2号墓竹简，许道胜；曹家
岗竹简，刘国胜。（5）九店56、621号墓竹简，李家浩、白于蓝。
（6）包山竹简，刘国胜等。

综合来看，这套《合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合集》的图像资料是 20世纪出土战国简册资料

图像著录的里程碑。《合集》六册所收的十批战国简册，全部
是 20世纪 50年代以后到90年代末，经考古发掘获得的珍贵
资料。限于简册出土时的保存情况、当时的整理和出版技术条
件以及人事更替等原因，这十批简册的图像资料参差不齐、印
刷不清晰等问题，始终是学术研究的遗憾。此次《合集》编著过
程中，不仅完成资料汇总和红外图像摄取工作，而且用心搜集
原版图像。例如“在文物出版社档案中找到上世纪80年代出
版《信阳楚墓》使用的长台关简照片，在河南省考古研究所资
料室找到部分底片”（陈伟《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第一册

《序言》，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页）。因此《合集》第二册的长
台关简图像同时使用了非常清晰的、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提供的常规照片和项目团队摄取的红外照片，加上现代印
刷出版技术进步，呈现的长台关简图像效果极佳。又如，第一
册郭店简使用的是《郭店楚墓竹简》照片，但补充了遗漏简并
首次公布了《成之闻之》《尊德义》等篇简背文字照片；第四册
望山1号墓简除了大部分改用红外图像，还析分一枚简、剔除
一枚重复简。这些细致的整理让《合集》提供的图像资料成为
上述资料全部老照片和红外照片互补齐全后的首次刊布，无
疑为学术界提供了现有条件下质量最好的图像资料。这次图
像的汇总处理，也使简册资料获得了永久性的学术生命。从这
个角度说，是这十批材料成就了《合集》，同样也是陈伟先生及
其团队完成的项目，成就了这十批材料。

第二，《合集》释文注释是战国简文相关研究奠基时期的
经典成果集成。《合集》全六册列出的“主要参考文献”约
1800篇（部），各册参考文献的截止时间不尽相同，如第一册
郭店简 2011年出版，参考文献列出的成果主要都是 2008年
以前发表，个别成果是 2010 年前后发表的；第四册望山简

2019年出版，参考文
献中所列 2010 年以
后发表的成果有十
余篇，2015年以后发
表的成果也有一两
篇；第六册的参考文
献 ，最 新 的 是 2022
年发表的成果。不过
我们认为，和成果的

“新”相比，体现研究
的“进展”应该更为重要。像郭店简主要的文字释读问题，实
际上在世纪之交已经大部分得到解决，即使是延迟到现在出
版，也没有太多可能补充的成果。不仅如此，从 1950年代到

《合集》第一分册出版，恰好是战国简册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的
时期。战国简册的考古学、文字学、文本学、古代史、思想史研
究方法和路径，就是围绕这几批材料的探索发展成熟的。其
中尤为重要的是解决了大量战国文字的“识字”问题，有很多
结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司空见惯”，成为战国简册研究的常
识。这些宝贵的经典研究，都汇集在《合集》中。例如第一册在

《六德》注释 36列出“股肱”这个常见词的多家研究结论；在
《成之闻之》注释40列出了从“夂”形疑难字的“降”“格”“徵”
“垂”“升”“登”等不同考释意见；第四册在望山1号墓竹简注
释 18列出了关于“简王”“声王”“悼王”的考订意见；第六册
在包山简 128号注释 31列出的“囟”“使”字词关系的研究成
果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合集》的释文注释其实包含了一
部战国文字考释经典成果汇集而成的“词典”，其学术价值是
不可低估的。

第三，《合集》生动诠释了当代学人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
高度使命感。以往《合集》分册出版时，不少学者指出陈伟先生
及其团队利用红外图像在残简编连、文字释读等方面的新突
破，推动战国简册相关研究取得重大进步（冯胜君等《〈郭店楚
墓竹书〉读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5期；程燕等《〈楚
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二］〉读后记》，《江汉考古》2014年第5
期；萧毅《战国楚简合集（三）·曾侯乙墓竹简评价》，《江汉考
古》2022第6期）。应该指出的是，《合集》重新整理出版的战国
简册，保存情况有好有坏。项目组对这些材料不作区别对待，
片简只字，务求交代清楚。例如望山简在《望山楚墓》中的一枚
残片，《合集》确定其归属，找到原简拼合并拍摄了足以呈现残
片缀合效果的红外图像（参看《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第四册，文
物出版社2019年，第19页注释8），这应该是绝大多数关心战
国简册研究的人第一次看到望山简如此清晰的照片，也是第
一次完全确定这枚残片的归属。当然，有不少零碎的简文，历
尽艰辛重新拍照、重新释读，最终仍不能连篇成句。尽管如此，
也都作出了现有条件下最好的处理。如果没有强烈的学术使
命感，坐冷板凳，作真学问，是无法完成这些任务的。

俗话说，“天地本不全。”《合集》似乎也不无“不全”之憾。
对笔者而言，最大的一个遗憾是，“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整理
的简册原本有12种14批，分册出版只有8种10批。五里牌简、
仰天湖简、杨家湾简和夕阳坡简4种4批没有单独分册出版。

《合集》序言曾介绍说：“仰天湖简、杨家湾简也都找到底片，夕
阳坡简则是新拍了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
古》编辑部档案中找到1950年代编写《长沙发掘报告》时的五
里牌简照片。”相信很多读者是非常期待能够见到这些图版
的。可能因为这些简较为零碎，特别是杨家湾残简，编号虽有
72枚，其实保存情况极为不佳，只有二十余枚能看清个别字
迹。但从求“全”的心理看，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平心而论，过去十几年来，学术界对战国简册的关注重
点已经转移到清华简、安大简等新材料上，《合集》所收的20
世纪出土战国简册已然成为竹简研究领域的“早期经典”。从
这个角度看，全面整理出版这些材料，似乎也是时代的呼声。
陈伟先生团队不仅堪称完美地回应了时代的召唤，也为今后
战国简册乃至所有考古发现的简册整理研究提供了全新的
起点。《合集》项目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是战国简册当之无愧
的功臣。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
编著：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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