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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内容概要

“北大考古90年、考古专业60年”院庆之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制定了一份北大考古口述史编写
计划，对北大历年的考古师生进行大规模、不设题目、不限时间的访谈，请他们把自己记忆中的北大
考古描述出来，把他们人生与北大考古千丝万缕的关系梳理出来，把他们对北大考古的评价与期望贡
献出来。这将是研究北大考古历史的最为生动和直接的宝贵资料。本书首先采纳了49级至52级17位先
生的访谈笔录，分别请他们审阅定稿后，汇成《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的第一集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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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书籍目录

1、王去非；
2、吕遵谔；
3、黄展岳；
4、吴荣曾；
5、杨建芳；
6、郑振香；
7、赵芝荃；
8、李家瀚；
9、高明；
10、高东陆；
11、徐元邦；
12、黄景略；
13、叶小燕；
14、耿引曾；
15、张忠培；
16、王克林；
17、王世民；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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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采访者：咱们这个采访大致就是按照年代的顺序，咱们先聊聊您小时候的情况吧。
王去非：好。 采访者：我们知道您的家乡就是在北京。 王去非：对。 采访者：您介绍一下上小学和
中学时候的情况。 王去非：那从头说太长了。 采访者：那时候正是解放前。 王去非：解放前我上了
几个小学，原来我的家在城里，我父亲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就留校了，所以我们就搬到海
淀，就是现在的北大，我和北大的缘分太大了。搬到那儿去，我就上了燕大的附小，算是插班，三年
级开始上，一直上到五年级，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就是珍珠港事件，那是1941年的冬天。 那时候燕京
大学还是由美国人司徒雷登当校长，他就住在临湖轩，常到未名湖散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
把燕大占领了，抓捕了不少抗日的进步师生，我亲眼所见的就有语言学家陆志章先生。这时燕大附小
也被查封，全体同学排着队接受日伪军搜查，从此离开燕园。我们的小学大概就在现在文史楼前面不
远的地方。院中有两颗很大的白果树，1950年我参加考古训练班时，那两棵树和一排主要教室还在，
现在就不清楚了。 采访者：上北大之前您在哪儿学习呢？ 王去非：对小学生，日本人也要甄别，要
重考一次再分配。我在海淀镇培元小学上完六年级，中学上的是育英中学，那不是现在的育英中学，
是现在的二十五中，也是一个教会学校，跟美国也有点关系。校址在灯市口，上了六年。 采访者：六
年之后您就准备报考北大了。 王去非：对，因为我特别喜欢文学，有几位老师还很不错，我有时候下
了课，送老师回家，我记得有位老师姓博，住在北新桥，我就从灯市口跟他走一路，他给我讲很多的
诗词。我觉得那段经历让我的古汉语的基础打得还不错。育英中学的同学跟我同年级的有白化文，知
道吗？ 采访者：知道。 王去非：我们同级不同班，还有杨泓也是育英中学的。 采访者：他也是育英
中学的，他是1953年去的北大。 王去非：我1949年毕业，正好赶上咱们解放军进城，是冬天1月份，我
那时候上了一个学期，寒假开学就解放了。我在中学的时候语文特别好，大家补习，同学们临考都找
我。我物理、化学都不行，数学还可以。当时大家都觉得我一定是考中文系了，不是北大，就是清华
，那时候清华也有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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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精彩短评

1、这个去年就看过了，怎么忘标了，有几个挺坦诚的，爆了不少料
2、好多大料啊！
3、期待后续
4、贵圈真乱！（吐槽大会的好处在于，可以对照着看不同人对同一件事的讲述，甚为有趣）
5、除了内装帧，还有因为我们自己原因造成的校对不严之外，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是本用心之作
，也仅仅是个开始！
6、果然爆料頗多
7、大师都是成群出现的，蒋若是和裴文中才是大师，牛人都不是仅从一人为师。
8、张忠培的49年后部分太少
9、有几段还是蛮有料的...高明的口述必看。
10、高明同志果然威猛！
11、高明先生的爆料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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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精彩书评

1、采访者：那个时候陈梦家先生被整了吗？黄展岳：那是1957年的事。陈梦家少年得志，有点高傲，
在燕大前，曾到外国搜集流散的商周青铜器，拍了很多照片，写考证文章，后来出版了。在考古所，
他当《考古》的前身《考古通讯》的副主编，来稿取舍很严。他脾气不好，但不是右派，不是反党反
革命的人。他对文字改革有点意见，对横排、对简体字有点意见。我估计他是说了一些狂话，说了一
些不恭敬的话。他是新月派诗人，会写新诗，跟徐志摩这些人比较好。在外头很活跃，参加文艺界整
风，提意见，据说他的右派是外面给他划的。考古所当时领导整风的是尹达，就按文艺界的定性给他
划了右派。当时我们认为右派可能也是批判批判，过后就算了。哪知道会扣工资、降两级，原来他是
三级研究员，现在变成五级，五级是副研究员跟研究员的交界。从此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当右派后
，不能用本名发表文章。甘肃武威那批《仪礼》竹简，王杖十简，都是陈梦家整理的，后来出版了，
署甘肃博物馆，书中连他的名字都没有。1961或1962年给他摘帽子，摘帽子以后他以为没事了，又写
文章了，《考古》《考古学报》也照样给他发表了。“文革”来的时候，造反派说三反分子摘的帽子
不算数，重新给他戴上，经过残酷折磨，诬蔑凌辱，把他弄死了
。--------------------------------------------采访者：当时政治运动的时候学生会批判老师吗？赵芝荃：
有啊，学生们批判过陈梦家啊。采访者：批判他什么了？赵芝荃：他写了一本书《殷墟卜辞综述》，
他拿这个稿费买了一所房子，自己住着，大家对这个“一书斋”有意见，我估计大家有一点嫉妒人家
，当时就批判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很不礼貌，让他跪在木头椅子上面，现在我觉得挺残忍的
。班里有几个没有文化的，没有教养的人，在椅子上搁上砖让陈梦家先生跪在那，审问这个，审问那
个。采访者：你们班同学吗？赵芝荃：是野蛮分子。不是我们班的同学。这些人没有分到考古所，考
古所没有要这些人，有的山东的，“文革”以后都回去了。“文革”的时候有问题的人都得抖落一遍
的。那时候有小组，我们小组是王伯洪领导，林寿晋和我、刘观民都参加，调查这些老人过去的历史
，都认为有历史问题，都认为是敌人，其实就是扩大化。采访者：当时批判陈梦家的主要是谁呢？赵
芝荃：名字记不清楚了，山东小孩，很不好。后来他没有好结果，名字我不记得了。是考古所后来招
的见习员，但凡要是有一点文化水平，就不会那么不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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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记忆》的笔记-第78页

        王承祒临死的时候，他的一本小册子已经在上海印出来了。你们都不太了解，过去的左派太厉害
了，当时的历史系竟然下令对出版社说，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他的东西不能出，后来全部销毁了。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校友陈绍棣，也是搞秦汉考古的，他问我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这个书没有了，
找不着了，都毁掉了，只有北京图书馆有一本。他前两天去了，他说果然是有，这个书别的地方一本
都没有，北大都没有，北大全给销毁了。

http://202.121.55.6:8080/opac/item.php?marc_no=0000561340 这本书还是有的..

2、《记忆》的笔记-第97页

        采访者：哪五间？
杨建芳：北大；当时的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还有当时的上海暨南大学；还有上海师范学
院。现在华东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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