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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先生与周口店研究

—纪念李济先生诞辰 周年

张 森 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

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家
。

他毕生从事考古学研究
,

著作等

身
,

桃李满天下
。

他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上
,

考古学的其他方面亦建树甚

丰 本文仅就李先生在中国旧石器考古草创时期
,

特别是在周口店本世纪 年代初发掘方法改

革中的贡献等方面作简要的介绍
,

以此纪念李济先生诞辰 周年
。

为使读者了解他取得 巨大

成就的历史背景
,

对其生平亦作点录
。

关键词 李济
,

周年
,

三点记载法
,

周 口店
,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李济先生生平略说

李济先生生于 年 月 日 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 日
,

出生地是湖北省钟

祥县城 内双眼井
。

从四岁起从父读书
,

九岁人县高等小学堂
,

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
。

年随父入京
,

次年人江汉学堂
,

学习半年
,

转考人五城中学 师大附中前身 学习
。

年初
,

考人清华学堂
,

在清华学校 辛亥革命后改名 学 习 了年逾
,

主攻英语
、

国文
,

兼

读理
、

文各科
,

成绩优 良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

组织
、

参与以砒砺 品行学 问为宗 旨的
“

仁

友会
”

和话剧 , 平民惨剧》 的义演等
。

年官费考取 留美
,

人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
,

学习心理学
,

一 年后改学社会

学
,

 ! 年夏
,

转人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
。

所修课程除体质人类学外
,

还 有欧洲考古学

侧重史前考古学 和希腊考古学
,

 年通过博士论文
,

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

在美学

习期间
,

他初对人口 优生 问题感兴趣
,

做人体测量工作
,

做人头骨处理技术 的训练
,

至

年
,

其人类学研究的才能
,

引起美国人类学界 的关注
,

月被吸收为美国人类学 会

会员
。

李济先生取得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
,

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荃聘 为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

收稿日期 刁 一

主要依据李光漠教授编撰并蒙惠赠一册与笔者的 《李济先生学行纪略 未定稿 》
。

在 作文中得到 王世 民教授的很

多帮助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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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文江的鼓励和资助下
,

于  年 月与地质学家谭锡畴一起去河南新郑
,

对被盗掘

的春秋时期古墓进行考古勘查
,

是为他从事考古之始
,

李先生 自认 为此次工作是失败的
,

却从 中得 到 宝 贵 的经验
,

悟 出
“

从实 际 工作 中
,

去 找真实 的材料 与经 验
”

李济
,

。

年应聘回母校清华学校
,

任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
。

年
,

他与袁复礼先

生一起
,

在调查 的基础上
,

对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发掘
。

这是中国考

古学家首次主持 田野考古发掘
,

在发掘土作中创造了田野考古工作中有重要意义的
“

三点

记载法
”

李济
, 。

 年
,

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
,

下设考古组
。

在傅

斯年所长建议下
,

蔡元培院长聘请李济为考古组主任
,

他于 当年辞去清华学校教职
,

于次

年到任
,

并开始主持安 阳的考古发掘
。

安 阳殷墟 的发掘工作
,

在他的领导
、

组织和参加

下
,

从 年至抗战事起
,

进行了 巧 次发掘
,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

在发掘开始几

年用探沟探坑作点线结合的探索方法
,

使发掘工作愈做愈细
。

当时的安阳殷墟发掘的辉煌

业绩
,

只有周 口店工作可与其相匹
。

由于他对科学作 出重大贡献
,

于  年被选为中央

研究院的评议员
,

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员
。

抗战期间
,

他领导考古组
,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
,

对云南
、

四川
、

甘肃和陕西等省进

行考古调查 和发掘
,

他 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殷墟出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上
。

抗战胜利

后
,

他作为驻 日 中国代表团顾问
,

多方努力
,

使在 日寇侵华时期被 日本人掠走的许多珍贵

文物 和资料
,

其中包括周 口店的发掘资料和文物得以回归祖 国
。

年 月
,

在中央研

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上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

 年他迁居台湾
,

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考古研究 和培养人材 一 年任台 湾

大学教授
,

主持考古人类学系
,

一 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

年 月
,

他

年逾古稀
,

仍亲往考察台湾台东县长滨乡的八仙洞遗址
,

并给新发现的无陶器共存的石器

文化命名为长滨文化 宋 文薰
, 。

从 年到他逝世前
,

主要 从

事殷墟出土文物的研究
,

撰写 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
,

为中国考古事业留下一笔巨大的财

富
。

对于这些研究成果
,

笔者无力说明其意义
,

对此张光直先生 有很好的评说
,

摘录于后
,

以餐读者
“

从 年以后三十年 中
,

他在台湾所整理发表的殷墟资料和研究

这些资料的许多成果与心得
,

也是 中国考古遗产的一个重要成分
,

而且对今 日中国考古工

作也应当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页
。

李济先生与周 口店研究

本世 纪 年代
,

是中国考古学 的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

安阳殷墟的发掘和周 口 店以中

国猿人遗址发掘为主的 旧石器考古研究
,

硕果累累
,

工作方法多有创新
,

如翁文濒先生

 ! 所言
“

即就我们采掘方法而论
,

⋯⋯其实也是不常见的细密与伟大
” 。

翁先生是针

对周 口店工作而言的
,

而周口 店工作方法的改进
,

与李济先生有密切的关系
,

这却很少有

人提到
,

自然也鲜为人知
。

原文载于 年 《新时代》创刊号
,

此处引文见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

以下凡只注页码均出此

文集
,

不另列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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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周 口店发掘方法的改进得从裴文中先生与李济先生关 系开始
。

见诸文献的只有以下

一段记载
“

周 口店石器多是石英制作
,

与欧洲隧石制的石器迥然不同 隧石的石器上
,

石

头打的痕迹
,

很容易看出
。

但周 口店石器则 不然
,

打的痕迹很不容易认识
。

因有此石器 的

发见
,

及研究这种石器的困难
,

我不能不开始学考古学
,

最初从李济之先生 济
,

后又

有法国考古学家步 日耶教授来平
,

我又从他学习
”

裴文中
, 。

裴文中先生认识李济

先生并不是上述记载所发生的 年
,

很可能是在 年
。

那一年裴文中先生曾短期参

加安阳殷墟发掘不作
,

从李先生学习史前考古学应始于 年
。

此前裴文中先生虽找到

若干当时疑为以后被实证是用火的证据的标本和少量的石制 品
,

但并没有引起领导者的重

视 年发掘鸽子堂
,

发现大量的石英制品
,

产生不同认识
, “

到 年
,

裴文中宣布

发现 了石器的时候
,

曾有许多人反对
”

裴文中
, 。

裴先生为解决 自己惹起 的
“

麻

烦
” ,

在 当时的国内唯一能求教的是李 济先生 如上述
,

李济先生在哈佛大学的三年里是

选人类学为其专业
,

但当时美国人类学处于兼容并蓄时期
,

由其所修课程 可知一斑
。

其所

修课程包括体质人类学 人种学
、

人体测量学和化石人类学
、

语言学
、

考古学和文化人

类学等
,

在考古学中则偏重欧洲旧石器考古学
,

有此广博基 础
,

不难帮助裴先生研究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
。

除上述记载外
,

在研究中国猿人石器中裴先生也曾谈到过李先生曾给他讲

解欧洲 旧石器考古知识并借给他一些考古学通论性的书阅读
。

只可惜当时不经心
,

具体内

容记不起了 裴先生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莫基者
,

在由古生物学者转向旧石器考

古学者的过程中
,

除客观环境和德 日进的影 响外
,

李济先生起了相 当重要的作用
,

是启蒙

的老师
。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周 口店发掘方法改变过程李济先生所起的作用
。

在 年改革

发掘方法 以前
,

使用古生物的发掘方法
,

在划定的范围内
,

见化石就挖
, “

真是太无
‘

方法
’

了
”

裴文中
,

至 年
,

将以前杂乱无章的挖掘方法
,

改为探沟法
, “

即先掘一

个探沟
,

宽一米半
,

长以三米为一段
,

约共长四五段
,

深五米
。

开完探沟之后
,

按所得地

层的知识再挖
”

裴文 中
, 。

周口店发掘方法的改革始用
“

探沟法
” ,

但裴文中先生在

文中没有说明是 自创的还是另有来源
,

依笔者揣测
,

恐非 自创
,

若是
,

估计会有所交代
,

因此改革首用的
“

探沟法
” ,

可能受安阳殷墟早期发掘的影响  年殷墟发掘
,

为探查

殷墟的各种情况
,

共 开了 条纵横的探 沟
,

而那年裴先生参功口过安阳的工作
,

其一有用

此法优于古生物的发掘法的亲身感受 其二 年又亲聆听李济先生的教导
,

对考古方

法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
,

前 面我们提到过
,

早期安阳殷墟 的发掘主要是用探沟探坑来作

点线式 的探查
,

周 口店 年发掘方法 的改革
,

大体也用这种方法
,

裴先生如下记述颇

能说明这一点
“

探沟开毕将待开地方
,

分为若干方
,

再按由探沟所得知识
,

按方开掘
,

每

方为九平方公尺
”

裴文中
,

从目前资料分析
,

周 口店 年发掘方法的改革应

是借鉴了安阳殷墟早期的发掘方法
,

从此使周 口店的发掘步人了新阶段
,

采用了考古发掘

方法
,

取得诸多的人类行为资料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

是与李 济先生创造的发掘方法分不开

的

上述仅说明发掘方法问题
,

布方和记录仍缺乏规范化
,

可能裴先生在改革周口 店发掘

方法过程 中
,

学习到李济先生更好的发掘方法
,

即 年在发掘 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

时代遗址所创造
“

三点记载法
”

和
“

层叠记载法
” 。

在次年山顶洞发掘中基本上采用了这两种

发掘记录的方法和布方的方法
。

为说明两者之间 的关系
,

先介绍一下李济先 生所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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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记载法
”

和
“

层叠记载法
” 。

李济先生写道
“

就这个开挖 的计划
,

我们发明了

一个
“

三点记载法
”

随着各方开辟的先后
,

我把它们用数目号起来 故第一
‘

方
’

动手最

先
,

第二
,

其次
,

依次递进
,

但是因

为土层变换的缘故
,

挖到下层
,

也有

转变秩序的时候
。

这坑东西行 叫着

一线
,

南北行
,

叫着 一线 向下

行叫着一 线
。

前
‘

方
’

的 一值是正
、 , 、 。

构
数

,

后
‘

方
’

的 一值 是 负 数
,

各
‘

方
’

的交界点都有木椿作记 ⋯⋯照

这样的方法进行
,

我们用两根米达尺

在数秒钟内把所找的物件的原位可以

确定 出来 这种方法
,

我叫着
‘

三点

记载法
’ ,

三点就是 一 一 用米

达尺表出来的三价值 为更好地了解
“

三点记载法
” ,

特附西阴村 年

发掘的平面图 图
“

同时我们又

用层叠法记载一切屡见的物件
。

由起

点下行第一公尺叫着 层 第二公尺
,

一层 依次递降
,

用英文字母大写

字作记
。

每层内又分着好些分层
。

分

图 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坑的分布

罗
,

 !

注 一 为方号 东一西为 线 南‘北为 线

层 的厚薄
,

由土色及每次所动的土的容积定
。

分层按上下次序用英文字母小写字作记
”

李济
,

如 就意味着此标本出自探方 距基点水平二层内之第 分层

现在再介绍一下山顶洞的发掘方法和记 录的方法
,

从中可以看到受
“

三点记载法
”

和
“

层叠记载法
”

的影响 为行文方便
,

笔者将裴文中 和贾兰坡等 有关这方

面的记述合在一块

在 年发掘山顶洞以前 作了规划
,

以 为一方
,

以 为一水平层
,

先定好

南北 向
,

而后将遗址以 为一方 的规格划分成若干方
,

每 隔
,

两端钉立木桩
,

拉

成若干纵线
,

然后按正东西方向
,

每隔
,

依次拉横线
,

这样形成发掘方 每方

有编号
,

由东向西以大写英文字母标方号
,

即
、 、 、

⋯⋯ 由南 向北则用阿拉伯数字
、 、 、

“
一编号 每个技工管辖两方

,

开掘时
,

先绘 之平面图
,

每下挖
,

绘平 面图
,

每隔
,

绘南北向剖面图
,

凡是人类的遗物及其他各种重要化石及重要的地

质上 的观察结果
,

都画在 图上
,

并记录在 标本上
,

如裴文 中著 《周 口 店 山顶洞文化》

图 上有
,

依当年开工时间和平
、

剖面图即可查出其发现时间

和发现位置及距基点的距离 此外
,

每天从不同的三点
,

更照像三张
,

是为记录照相

依上述
,

在山顶洞遗址发掘中
,

基本上采用了西阴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方法

和标本记录的方法
,

但并没有墨守成规
,

而是有所发展
,

发掘工作做的更细
,

文字
、

绘图

和照像记 录更详
。

在此基础上
,

至 年
,

在发掘周 口店第一地点时
,

先 画出一条中

因暂时未找到原山顶洞发掘布方图及工作日志
,

故无法附图及注明具体发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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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而后 以 打格分 方
,

自西向东方号用大写英文字母依序标出
,

但探方序号用阿

拉伯数字标出
,

中线以南各方为正数
,

以北各方为负数 图
,

类似标 识
,

也见于西 阴

村遗址发掘平面 图上
,

但两者方位有别
,

后 者可能更符合周 口店实际
。 “

三点记载法
”

和
“

层

叠记载法
”

现在看起来
,

实属平常
,

但在当时
,

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
“

却有开天辟地的意

义
” 。

正是受这种 当时是非常慎密的布方和记 录方法的影响
,

使周 口店的发掘和遗物出土

记录步人规范化
。

从 一 年
,

拿到任何一件标本
,

都可知其发现时间
、

所处的位

置和水平层位
,

通过剖面的换算
,

即可知其所属的地质层
,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得益于标本

上的详细记录甚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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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周 口店第 1地点第 16 水平层发掘坑的分布 (1935 年 10 月 17 日一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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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 口店早期工作中
,

最大的不幸是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
,

.

使从 1927一1937 年从周 口

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和山顶洞人化石等
,

在珍珠港事变前后
,

在几个美国人手中弄得下

落不 明
,

一批宝贵的资料和标本或被 日本帝国主义者损坏或掠走
,

使周 口店发掘被迫 中

断
,

研究工作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到了谷底
。

抗战胜利后
,

裴文中先生 曾请国民政府代表团科学顾 问李济先生代为寻找中国猿人和

山顶洞人等化石的下落
,

在李济先生返国后
,

裴先生曾函询有关事情调查的结果
。

李先生

在接到裴先生的信后 当即作 了回复
,

信称
“

在东京找
‘

北京人
’

前后约五次
,

结果还是没找.
到
.
但帝大所存之周 口店石器骨器已交出 (弟看过一遍

,

确是你们的东西) 由总部保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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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离东京时
,

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后
”

( 图版 I )
。

由这封简短的信可以看到李先生为寻找

中国猿人化石和 山顶洞人化石等的下落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

虽无结果
,

但功不可没
。

通

过他的努力
,

很快使一批周 口 店的珍贵资料 和标本回归祖国
,

使它成为对周 口店文化进一

步研究和发掘史研究不可多得 的资料
。

被 日寇掠夺走径李济先生的努力回归祖国的标本包

括第一地点石制品 3 件和用火遗迹—烧过 的鹿角碎块 ; 第 15 地点石器 6 件
,

山顶洞石

器 4 件
,

磨光鹿角 1 件
,

狐狸和灌的犬齿 科 枚
.
未磨过的狐狸和灌犬齿 37 枚

,

狐狸犬齿

(t yP e) 一箱
,

石珠 3 枚
,

石坠
、

骨针
、

有红色的石灰岩块
、

大型鹿类犬齿一箱
,

人工穿

孔的蛤捌 (A ;ea sP
.
) 鸟骨坠

、

鱼骨
、

鱼的脊椎骨和石珠代箱; 资料计有
,

一

周 口店第一地

点平
、

剖面图及其他文献和电影片等
。

李济先生的历史观
,

决定 了他非常重视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成果
,

他认为中国历史

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

研究中国上古史
,

应包括史前史
.
他指出

“

史前史的资料
,

广义

的话
,

全是上古史的资料
”

( 81 页)
,

他非常重视周 口店研究工作的进展
,

并给予周 口店

的发现 以极高的评价
,

如
“ ‘

北京人
’ ,

这震 撼了全世界科学的一大发现⋯⋯
。

在早期人类

演进的途程中
,

他是一具最重要的里程碑
,

代表人类蜕变期 的一个决定阶段
,

为解释现代

人形成的不得不知道 的资料
”

( 18 页 )
。

在他移居台湾后
,

仍对大陆上 旧石器考古学的新

进展十分关注
,

写了几篇有关 中国旧石器综合性的论文
,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

他对周口 店

研究进展尤为关心
,

哪怕是一点点新发现
,

如笔者报道的周 口店第 22 地点 5件石制品
,

也被李先生记人 《红色土时代的周 口店文化》一文的后记中:
“

张森水报告 : 据 《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 19 63 年 7卷 1期周 口 店第二 十二地点发现了一批 旧石器; 计有石核 1件
,

石片 1件
,

及刮削器 3件
。

原料为脉石英
,

制作方法为石锤打制
,

加工修理
,

和周 口店他

处制法类似
.
同出土之化石与第十五地点所出者相同

,

故时代可划分在周 口店文化 四期
”

(
1
64 页)

。

关于李济论述以周 口店为主的综合性论文将在下面加以评价
。

李济先生在 旧石器考古学方 面的建树
,

可以 《北京人的发现 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 问

题》 和 《红色土时代的周 口店文化》 两篇论文为代表
。

首先从这两篇论文可以看到李济先

生渊博的学识和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 的思想
,

比较地探索
,

不作简单化想当然的结论
。

在

这两篇论文中
,

兼顾中外地引用了古人类学
、

第四纪地质学
、

旧石器考古学 当时他能见到

国内外的资料; 其次
,

通过他 自己 的慎密研究
,

得出了一些重要 的认识和发人深思的问

题
。

《北京人的发现 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 一文首先简要地记述周 口店的研究史和该

地 区的地文记录
,

继之介绍了北京人在分类上的国际新见以及摘述 了北京人的体质特征
,

在最后部分就北京人与蒙古人种关系综论各家的看法后
,

他讨论了两个问题:
“

( l) 现代

中国民族是否完全为纯蒙古种人 的结合; (2) 所谓蒙古种的人种是否有 比较确定的定义
”

(
1 17 页 )

。

对于后者
,

他对通常定义的蒙古人种体质特征如铲形 门齿
、

颧骨高
,

和鼻骨 宽

在不 同人种和不同时代及不同地区的存在和 出现率的高低的分析
,

他认为这些性质的情况

是相当复杂的
, “

通行的定义中所举的若干蒙古种特征
,

实在是 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判断
,

由

科学家加以证实而已
。

至于北京人与蒙古人种关系
,

他认为
“

直到现在 为止
,

我们 尚不能

肯定地说蒙古种和北京人的关系密切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反过来
,

我们也不能否认

若干事实
,

即蒙古人种的身体内挟带有北京人的一部分遗传因子
”

( 12 0 页)
.

对于上述的第一个问题
,

他赞同魏敦瑞 的观点
, “

一个人种也象其他的生物一样
,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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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的
,

世界上没有纯种的人
.
由此我们可 以推想一个民族的形成是更为混杂的

。

⋯⋯我

们可以从单纯的血缘单位所构成的
‘

种
’ ,

演为综合文化单位所形成 的
‘

族
’

这一过程中
,

看

出每个民族经过 的一般历史
.
在这一基础上

,

我们讲中国上古史
,

由北京人说起
,

确有很

好的理由
”

(
1
20
页)

。

在
“

红色土时代的周 口店文化
”

一文中
,

作者对 193 。
‘

年以前发掘工作的失误作了评

述
,

指出
“

所追寻的 目标
,

集中在化石人 的遗骸上
”

( 12 9 页 )
。

对周 口店诸文化地点 (不

包括 山顶洞 ) 的时代序列提 出了分四期的看法
,

第一期以第 13 地点为代表
,

第二期以鸽

子堂 石英 n 层为代表
,

第三期以第 1地点 As 层 (见
“

中国原人史要
”

图 7)
,

第四期 以周

口店第 巧
、

4 和 22 地点为代表
。

在本世纪 50
、

60 年代
,

在国内文献中
,

比较流行的看法

是三分法 (裴文 中
,

19 54
; 贾兰坡

,

19 58

,

1 9
62

,

19 64 ) 划分出第四期是李济先生的新

见
,

在以上所引 的文献中
,

都把李先生第 四期看作与北京人晚期相 当
,

但在裴文中 1955

年的论文中与此有部分近似的看法
,

在把第 巧 地点视为相 当于北京人文化 晚期的同时
,

而把第四地点看作晚于北京人文化的周 口店期的最晚阶段 (裴文中
,

1 9 5 5

,

89 页 )
。

在本世纪 50
、

6 0 年代
,

国人研究 旧石器时代文化
,

多着眼于以遗物为中心 的类型

学
、

工艺学的研究
,

极少涉及文化与环境关系的探讨
,

李济先生是国人较早注意这方面研

究者之一
,

他认 为
“

文化的大部分虽是人的创造
,

但它所受的自然界 的约束就同人的身体

一样
,

有很多是直接的
。

⋯⋯文化的历史和地理的历史有很多密切的关系
”

( 1 62 页 )
。

这

些看法
,

在 当时
,

在国外文献已有所论
,

已如上述
,

在国内
,

在研究论文中极少提到
。

由

此可以看到
,

李济先生兼顾中外
、

博采众长的治学的思想
,

不愧是站在中国考古学最前沿

的研究者
。

在这篇论文 中
,

李济先生对北京人生活进行概括
,

他特别强调用火和控制火在人类发

现史中的作用
, “

其重要程度
,

不是任何石器或骨角器所能比拟的
”

(
1 63 页 )

。

在这篇论文

中还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不拟一一列举
,

这里仅举一点
,

关于周 口店第 13

地点性质问题
,

除李济先生此 文外
,

尚无人讨论过
,

现摘述如下 :
“

照裴氏的原报告
,

这一

堆积 的上段全是在露 天的山坡旁形成的
,

在这时候
,

人类访问此地
,

显然只是季节性的
,

所以很多野兽尚能保存全尸 ; 至于石器和火的痕迹
,

只能算作寻找食物的游客
、

猎人偶然

留下来的
,

而不象是长期居住 的遗存
”

( 13
4 页)

。

李济先生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贡献
,

决不是笔者能力所能全面地表述的
,

以上记述

很可能是挂一漏万
、

捡轻失重之说; 作此短文仅仅是对这位考古学巨匠和前辈表达敬意 和

怀念
.
李济先生 的一生值得学 习的地方是很多的

,

张光直先生曾有精要的论述 :
“

李济先生

是中国现代的第一个人类学家
。

他也是 中国的头一位科学考古学家; 他的考古学的一大特

色正是它具有人类学 的特点
,

是广博的
,

不是狭隘的
、

专业化的 ; 是 重比较
、

向外 开放

的
,

不是闭关 自守的
”

( 9 81 页 )
.
时至今 日

,

李济的考古学特点并没有过时
,

仍须发扬光

大
,

沿着这条治学之路走下去
,

把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推向更广
、

更深 方向发展
,

寻找更

新
、

最可靠的材料
,

贡献于中国上古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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