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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考古”，你会想到什么？或许是博物馆里
陈列在展柜中的精美文物，或许是纪录片中考古工
作者在古遗址里忙碌的身影。但实际上，中国的考
古学绝不仅仅是对文物的发掘与研究。通过发掘出
土的实物，我们能够确证中华历史、中华文明的存在
与变迁，解读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脉络，让我们的
文化自信更踏实、更鲜明。

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联袂编写，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一
书，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考古遗址，向我们展示了新时
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源远流长、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这本书已入选2024年度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24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
出版物、2024年江苏省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书中
收录了2012—2023年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共120个考古项目，是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成就
的系统总结。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简称“十大”）推介活动始
于1991年，一年一度，是中国考古界最具影响力的活
动。推介活动在坚持学术标准和考古发掘科学性、真
实性、严肃性的基础上，关注考古文物知识的普及、宣
传与推广。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浙江杭州良渚遗址等一系列学术意义重大、备受社会
关注的遗址，最初都是通过“十大”推介活动进入大众
视野。12年“十大”，120个考古发现，见证了中国考古
学12年来的发展与繁荣。同时，这些遗址在年代上跨
越百万年，地域上涵盖了中原与边疆地区，是中华文明
产生、发展与对外交流的生动案例。

搜集整理120个项目的资料，已然是一项繁重
的工作，但更加可贵的是，《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并没有简单地将项目资料按推介年份罗列汇编，而
是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到大部分人对中国古代史
的认知以及阅读和资料检索习惯，将所有项目按遗
址年代顺序重新编排。全书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
器时代、夏商周、秦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清六个部
分，对哪个时间段的考古与历史文化感兴趣，就可以

“按图索骥”，迅速查找、阅读。此外，每个部分还约
请相关研究方向的著名考古专家，如陈星灿、雷兴
山、杭侃等撰写导读文章，概述这一时段的考古发现
与前沿研究情况，更有提纲挈领的效果。在阅读文
章的同时，我们也能从字里行间约略窥见先生们的
治学特色和学术侧重点。

具体到各个项目上，《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一书在简明扼要叙述发掘概况、成果、学术价值与意
义的同时，加入了大量插图。考古学是“一图胜千
言”的学科，一些单纯依靠文字阐释很难理解的概念
和术语，在见到实物或者相关图片后，就会豁然开
朗。例如，“地层”是考古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但没有
相关知识基础的读者，很难理解地下为什么会分

“层”，不同的地层又如何划分。书中收入了很多实
地拍摄的遗址剖面照片，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了不同
地层的土质、土色差别，对地层有了感性的认识。每
个项目的考古现场工作照，更能帮助读者体会考古
人的工作状态和近年来中国考古的发展，认识到考
古并不是挖宝，而是科学研究。显微镜下的隋代粟
粒、对出土的骨骼化石进行现场加固、参与水下考古
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正在海底提取文物的
柔性机械手……反映先进发掘研究技术的图片大批
亮相，辅以发掘出土的精美文物图，让全书充满了考
古“现场感”，有效提升了阅读兴趣，达到了普及考古
知识的目的。不知不觉间，读者就加深了对中国考
古学的了解，对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蓬勃的生命
力，也有了新的体悟。

有人认为，考古是枯燥烦琐的，是经年累月地“坐
冷板凳”；有人认为，考古是浪漫的，可以在广阔的田野
中“与古人对话”，探索历史的奥秘；有人认为，考古更
像一场刺激的探险活动，其魅力在于发现……但无论
你怎样看待考古，在翻开《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后，
相信你都会对这门学科产生新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考古，固然有严肃乏味之处，但它包含的，更多的是对
过去的好奇与探索。它解读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传递着这一延续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的温度。

1961年，美国芝加哥的5名大学生在地下室
成立了一家书店。其初衷是为芝加哥大学、芝加
哥神学院及附近的学生、教职工提供专业书籍。

如今，这家曾经位于地下室的书店聚集了各
种年龄和不同背景的热情读者，它是让苏珊·桑
塔格、玛莎·纳斯鲍姆、斯拉沃热·齐泽克、扎迪·
史密斯、爱德华·希尔斯等人都为之着迷的书
店。它就是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

《总有好书店》的作者杰夫·多伊奇是继杰
克·塞拉后的第二任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经理，
被誉为“献身于书店的灵魂”。从 2014 年到
2024年，他为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服务了整整10
年。他把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成功归结于颇具
格调的选书品位和丰富的藏书，为浏览和思考而
打造的沉浸式空间，为读者创造的沉浸于书店的
慢时光，以及打造将成员精神联结在一起的社
区。

在多伊奇看来，好书店的蓬勃兴旺从不指望
畅销作品，而是成千上万的单一“产品”。这些

“产品”被耐心地放在书架上，等候着命中注定的
读者前来翻阅。这一点构成了好书店的非凡之
处，或许更是独特之处。

当亚马逊等电商用亏本售书引流、算法精准
投喂书单，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却像一位固执的老
派绅士，坚持用“低效”对抗这个时代，坚持“以
一种对待文物的方式耐心出售图书”，为每本书
找到它的读者。

2019年，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售出的2.8万本
书中，有近1.7万本是以单本的形式销售的。也
就是说，这1.7万本书中的每一本都为一位独特
的读者所寻求。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和他们的读
者欣然拥抱了书店的低效之处。这些低效之处
绝不是对时间的挥霍，而是创建一家好书店至关
重要的因素。

为维持运营，杰夫·多伊奇大胆地选择了另

一条道路：摒弃传统的低买高卖的零售模式，转
而从礼物经济中获得资金，用图书之外的商品，
诸如咖啡、笔记本、贺卡，以支持利润微薄且销售
缓慢的图书销售事业。

好书店的标准是什么？多伊奇说：“好书店
虽然销售图书，它的主要产品是‘浏览的体
验’。”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产品就是空间本身，
正是书籍塑造了浏览的空间。

现如今，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早已不再是一个
合作社，也不再位于地下室，搬迁到了芝加哥57
街。建筑师斯坦利·泰格曼在设计新的神学院合
作社书店时，复刻了老书店的“迷失”美学。他设
计了一系列“象征性空洞”，其多边形组合排列的
方式构成了一座迷宫；这些人形空洞的“窗口”，
诱惑着顾客走进下一个空间。泰格曼说：“所需
要的是，随处可读的书籍。”

斯坦利·泰格曼构建了内部结构，而书商规
划了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书籍分类。书商的分
类法往往构成了书店身份的一部分，如何整理藏
书则决定了浏览的逻辑性和意外性。

通过巧妙的书架陈列和别出心裁的书籍分
区，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打造了书籍的迷宫世界。
每一本书最初都是凭借其在书海中的位置被发
现，接着与其他书籍分离，最后被单独阅读；所有
书籍只有通过与其他书籍的关联，才能真正被读
者发现。由此，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创造了一个互
相联结的书籍世界。

无怪乎《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
布斯说：“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充满了改变生活的
惊喜和未知的宝藏；每当你转过一个角落，你永
远不知道会有什么新发现。”

据杰克·塞拉回忆，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
家昌德拉塞卡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几个对他
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神学院合作
书店门前的草地。

书店的困境绝非数字时代的独有产物。早
在18世纪，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时便哀叹“图
书业每况愈下，图书销售不再盈利”。自那以后，
对书店的哀叹从未停息。多伊奇认为，人们对理
想图书业的怀旧之情很可能是凭空虚构的，“好
书店从没有在商业上有所建树”。

也正因此，这部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运营
自白，更多的是多伊奇写给好书店的深情赞歌，
更是写给所有“纸质书遗民”的告白。在一键购
物时代，在纸质书式微时代，书店不仅能够生存
下去，而且能够实现其最高愿景——通过好书
店的力量，提供条件，让读者放缓步伐，看到更
广阔的视野。

健康的饮用水、完善的下水道设计以及随处
可见的干净街道，是城市必备的卫生基础设施。
实际上，这些服务是城市建设者几百年努力的结
果。日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卫生
史》详细阐述了这一历程。作者马丁·梅洛西是
环境史、能源史、公众史学等领域的国际知名学
者。

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许多城市受到英国公共卫生领袖埃德温·查
德威克提出的卫生理念的影响。这些城市在
1830到 1880年间经历了首次重大的卫生观念
的觉醒——建造洁净用水的输送系统和高效的
排污系统。在此之前，由于没有洁净的供水和排
污系统，这些地方霍乱、黄热病、伤寒、结核病等
频频发生和广泛传播，发病率和致死率极高。

随着自来水系统在美国城市变得越来越普
遍，老式的旱厕系统开始失灵。1880年，约1/3
的城市家庭使用抽水马桶，但由于用水量迅速增
加，淹没了粪坑和旱厕，污水横流，产生了重大
的健康危害。

因此，自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些城
市开始兴建排污系统，这期间共有11个城市完
成了这项工作，最后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都显著
减少了。该书阐述的这些史实表明，建立清洁的
供水系统和有效的排污系统是城市卫生的基础，
也是城市人健康生活的保障设施。

本书第二部分细菌学的革命主要探讨了20

世纪前几十年的综合城市系统、管理新技术，以
及有关细菌学的新研究和发现，它们对公共卫生
思想以及技术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科学新
发现的促进下，城市卫生的专业化规模逐步形
成，与当时的城市规划以及景观建设发展同步。

本书更有价值的地方是第三部分有关新生
态时代的发展及产生的问题。随着城市规模扩
大，处理中心城市与郊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卫
生和环境问题成为艰巨的任务，这涉及如何处理
城市化不断扩大带来的污水排泄、固体垃圾处
理，以及如何避免“以邻为壑”——将污水和固体
垃圾向别的城市和下水道倾倒等问题。而更深
远的一个问题是，人类如何避免以江河湖海为
壑，把所有的垃圾和污水排向海洋。

在这个过程中，新理念与伦理问题自然被引
入讨论中，环境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受到关
注，即环境不只是人独享，也为其他生物共有。
人类处理城市垃圾和建设卫生城市，不是把自然
当作排泄场，而是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城市卫生史》写道，进入生态时代，一方面
要解决污水溢流，最常用的方式是改建卫生下水
道；另一方面，处理日益增多的固体垃圾。这有
两种方式，一是填埋，二是焚烧。但20世纪50
年代焚烧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间歇式配
料御渣的焚烧炉被连续加料、机械加料、连续除
灰的焚烧炉所取代。然而，焚烧能否适应城市快
速发展、解决城市垃圾问题，以及避免污染，直
到今天都还在探讨。当然，还有一个越发棘手的
问题，即随着固体垃圾数量持续攀升，可用于填
埋的土地资源日益匮乏。

从19世纪开始并延续至今的供水设施、泵
站、过滤和处理设施、焚烧炉和垃圾填埋场等，
为建设卫生城市和保障城市居民的健康作出了
贡献，这些设施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城市建设过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技术处理的物质是
污染源，它们经常从一个地方被转移到另一个地
方，从一个司法管辖区被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
虽然本书并未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见解和具体
方案，但是提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既需
要新的科技手段，也需要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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