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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另一面》

内容概要

本书是考古学著作中难得一见的趣味性非常浓厚的杂文集，综合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
感、生活体验等多种元素，共分五辑：观物、石语、冢书、行路、谈薮。题材多样，行文冷峻，情理
兼具，自成一格。

Page 2



《考古的另一面》

作者简介

郑嘉励，1972年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1991—1995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95年7月
，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2010年被聘为研究馆员，从事浙江地区宋元考古、瓷窑址考
古与研究。
主要著作有《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年）、《丽水宋元墓志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等。
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了个人的抒情遣怀，也为了文物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与思想
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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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另一面》

书籍目录

序
第一辑  观物
古民居
城隍庙
廊桥
文峰塔
杨府庙
老屋
碉楼
盐田
海塘
路亭
戏台
牌坊
渡口
银坑洞
龙潭
厕所
韩瓶
胡人俑
花瓶
眼镜
第二辑  石语
界碑
墓志
墓志中的男人
墓志中的女人
墓志中的夫妻
刻字的石匠
无字碑
戒石铭
去思碑
摩崖题名
沈括题名
第三辑  冢书
王坟
祖公坟
吕祖谦墓
一个清代女人的坟墓
石像生
两处墓地
义冢
盗墓笔记
宋六陵
砖头
水库
第四辑  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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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另一面》

括苍古道
缸窑
碗窑
嘉兴的山
葛府
牡蛎滩
竹口
临海印象
刘文彩的庄园
渤海
《三国》考古
何澹考古
杨皇后考古
范成大考古
族谱
墙头记
房东
第五辑  谈薮
考古人的独白
以地之名
好柴火
风俗谈
千工万工
骑马
酒桌
胡子史略
古人肖像
假如我们还是猴子的话
长毛
养鸡的科学家
风水先生
张岱的雷峰塔
鸟语
蜜蜂和人是一样的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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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另一面》

精彩短评

1、还是叫原名《考古人茶座》合适些
2、虽然跟预想的不一样，可是却意外的喜欢，越看越喜欢，不是科普类的书，很有人情味儿～
3、标题大于内容
4、杂文一本，文不对题，看过了。
5、不是不喜欢杂文集子。可是有点文不对题，而且文采撑不起书名。不是很好看。
6、记下一堆地名，准备去探险
7、间于散文与专业书的暧昧文体，你就说你到底想写个马吧，通篇文笔最好的是扬之水的序。
“戏台是木结构的，像我的文字一般速朽”23333
铜花瓶居然是养花的，要弄一个。眼镜是十五世纪就传入中国的，宣德皇帝还赐眼镜给老臣，咩哈哈
。
絮絮叨叨作者看上去脾气非常好，虽无建树，但十分居家适合当人男友。
8、当正经书看不太有营养，当闲书看又不太有趣味。
9、也许这就是大多数考古人的生活 没有那么多的波澜壮阔 但也足够吸引我
10、好适合未来的青春期小绿读啊！浙江省乡土教材～ mark一下！
11、和预期不一样 
没啥考古内容
应该也是专栏集成书 有点坑
12、这是一本烂书⋯⋯书名很大，内容又小又散又无趣。
13、书名略大，更应该叫考古行程中的另一面，通过文字能体会作者心中对古代文化和考古事业，发
自真心的热爱
14、对考古的工作进行分析，用平生生活阅历去剖析考古工作，有自己的独特体会，这是一笔社会财
富。能在日常工作中总结并传递给其他人了解，特别是考古工作的深度了解，这部可以算是入门书，
了解考古人的情怀，了解中华的底蕴~希望作者能抽点时间多写写~ 做这份工作不就是通晓古今，传
播文化嘛~ 支持老师写书~
15、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杂文随笔 有情怀有温度的一本书 看着感觉很舒服 没必要一本正经的讲一些专
业知识 人家定位就是这样的呀 
16、能流传百世的又有多少？
17、就我一个人觉得读的很有意思吗？对业余的我还挺涨知识，只是作者在其中夹杂部分情感不太好
。
18、确实阐述了考古不为人知的艰辛，和作者的坚持
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了许多考古常识
可读性和趣味性较高
19、颇有人文情怀的随笔
20、还能读
21、【在 @雨枫书馆 翻书476】在《读库》上读过作者的同题材文章很有意思。买了这本作者的专栏
结集，味同嚼蜡。编辑肯定不是一个人，连作者是不是一个人我都疑惑了。
22、零零散散的谈了一些作者在工作中的见闻，读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23、看了两篇，什么鬼。。。#亚马逊图书馆失败记录#
24、一般般
25、都是短短的随笔，从古物发散开去，有些很别致有些很随便。
26、虽有些文不对题，既不学术也不文学，如无根浮萍，看来反倒不如作者公众号的几篇文章。
也许年龄尚浅难以理解作者深情吧，
考古的另一面是什么，乡土与情怀，发掘时的酸甜苦辣？没下过工地的我也总是遐想。
序也写的莫名奇妙，总体来说读的不是很畅快。

27、多读书，多行路，如此才能生发出温厚的人文关怀，才能写出不一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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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另一面》

28、也就算是随笔吧，写的很乱
29、not bad
30、为啥不能打三星半呢？感觉蛮适合读库，做成集子有些减弱了。
31、剛翻完幾集不如讀庫選集的符合自己的胃口，半數文章寫法老道還是給人有點飆文彩嫌疑愣是把
讀庫選段溫故起來
32、不是书不好，甚至也觉得很好看，但读着读着每每被文章里那种又自卑又懊恼又无奈又不服气于
是昂首嗤之以鼻的形象弄得很烦，于是看不下去。是我这种接受度低的读者不好。
33、书名好于内容。
34、和预想的不同，不过一段一段介绍某个部件还是挺有趣的，想看看作者别的文章
35、这本书，初看的时候和很多短评有一样的感受，但越看越觉得有趣，仿佛是老师上课一般，信手
拈来，旁征博引，不以专家自居，只谓研究学者。也可能是由于书中提到的大部分浙江的地方我都去
过，再加上学生时代研究过碑刻和墓志，于是更是亲切了。
36、考古学并非象牙塔，考古学家所关注和探求本应是比传统史学（文献学）更加贴近生活、融于社
会，郑先生的尝试值得肯定，文字可读性颇高，希望更多的考古学者能写写学术著作之外的东西
37、那天听郑老师的讲座，说有缘就会看到这书，的确，我随意逛逛图书馆之时就看到了，这是一本
抒发个人情怀又带科普性质的考古书，作为同是台州人，看到不少自己的影子，还不错
38、台州人写的，本以为揭露的是考古工作的专业性侧面，但后来发现是个人心得观点为多。基本在
浙江考古，宋代及宋以后。倒是也能知道一些从未了解过的新知识，比如文峰塔、台州方言词汇起源
等等。作者的哲思还是很经世致用的，只是这本书还是太散，没有体现出作者真正的功力。
39、虽然有些文不对题，但确实是考古人写的文章，能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也算
求仁得仁了吧。很多人生感悟和人生磨难，都是古人有过的，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一再的重复。
40、随笔
41、还不错，多讲作者自己在浙江的考古工作，恩，内容应该可以更充实。
42、和考古相关的历史小故事及个人生活感悟，翻翻消遣。
43、通篇文笔最好的是扬之水写的序，剩下的都是专栏体和考古工作者发牢骚
44、失望多了一些，闲书散读吧
45、很怪的书，既没有专业性，也没有文学性的随笔。
46、浙江考古人的随笔杂文，还不错
47、《杭州日报》考古人茶座汇编。更像是旅游杂记，内容泛滥无归。
48、有意思
49、注水猪肉 挂羊肉卖狗肉 还是别看的好
50、看了这些豆瓣短评，我只能说，郑先生的这本大作真不适合给这些小清新看。现在上豆瓣的是不
是都太年轻了？文章的况味，与通达，与识见，是需要年龄阅历积攒出来的，郑先生《考古人手记》
正有这一些。而且，藏在冷静、克制的文字背后。能写这样的文字的，不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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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另一面》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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