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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 学的奠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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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E~考古草刨时期，特别是在周 店本世纪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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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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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翌 100~#，三点记载法，旦旦生,-y·!旦互量堕 笺 鞯T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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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济先生生平略说① 

李济先生生于 1896年 6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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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随父人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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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l1 

年初，考人清华学堂，在清华学校 (辛亥革命后改名】学习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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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以砥砺品行学问为宗旨的 仁 ． 

友会 和话剧 《平民惨剧》的义演等。 

l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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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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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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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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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 ，其人类学研究的才能．引起美国人类学界的关注，l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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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聘为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收稿 日期：l996．o6—伽  

④主要依据 辛光谨教授编撰并蒙惠赠一册与笔者的 《辛济先生学行纪略{未定稿l》，在作文中得到王世民教授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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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 l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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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0'~)。1925年应聘回母校清华学校，任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1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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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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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1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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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至抗战事起，进行 了 l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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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35年被选为中央 

研究院的评议员，1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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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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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他迁居台湾，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考古研究和培养人材。l949一l959年任台湾 

大学教授，主持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69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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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pinian) (宋文薰，l969)。从 1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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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有很好的评说， 

摘录于后，以餮读者：“从 l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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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页)。 

2 李济先生与周 口店研究 

本世纪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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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景景 ，工作方法多有创新，如翁文灏先生 

(1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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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载于1961年 《新时代》刨刊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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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另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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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周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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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燧石制的石器迥然不同。燧石的石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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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裴文中，1934)。裴文中先生认识李济 

先生并不是上述记载所发生的 1931年，很可能是在 l929年。那一年裴文中先生曾短期参 

加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从李先生学习史前考古学应始于 1931年。此前裴文中先生虽找到 

若干当时疑为以后谲实证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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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发掘鸽子堂，发现大量的石英制品，产生不同认识， 到 l931年，裴文中宣布 

发现了石器的时候 ，曾有许多人反对 (裴文 中，19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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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欧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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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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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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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至 1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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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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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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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殷墟发掘，为撩查 · 

殷墟的各种情况，共开了 85条纵横的探沟，而那年裴先生参加过安阳的工作，其一有用 

此法优于古生物的发掘法的亲身感受；其二 1931年又亲聆听李济先生的教导，对考古方 

法的优越性有鞍多的认识，前面我们提到过，早期安阳殷墟的发掘主要是用撩沟探坑来作 

点线式的探查，周口店 1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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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34)。从目前资料分析，周口店 1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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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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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在发掘山西夏县西 阴村瓤石器 

时代遗址所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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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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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一线，南北行，叫着 Y一线；向下 

行叫着一Z线。前 方 ’的 Y一值是正 

数 ，后 方 ’的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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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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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 

发掘的平面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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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层；第二公尺，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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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坑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tlae ex~vated pit ofa Neolithic 

siteat Xiyin villageofXiaCounty，SharLxi province 

注：1—8为方号；东一西为 x 线；南一北为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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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如 B4c就意 味着此标本出 自探方 4距基点水平二层 内之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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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和贾兰坡等 (1984)有关这方 

面的记述台在一块。 

在 1933年发掘山顶洞以前作了规划，以 lm 为一方，以 0．5m 为一水平层 ，先定好 

南北 向，而后将遗址以 lm2为一方的规格划分成若干方，每隔 lm ，两端钉立木桩，拉 

成若干纵线，然后按正东西方向，每隔 lm，依次拉横线，这样形成发掘方 (1m ) 每方 

有编号，由东 向西以大写英文字母标方号，即 A、B，C，⋯⋯由南向北则用阿拉伯数字 

1、2、3 ⋯⋯编号。每个技工管辖两方，开掘 时，先绘 1：50之平面图，每下挖 0，5m， 

绘平面图，每隔 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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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图 6A上有 33：95：05：5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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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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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投有墨守成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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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在发掘周 口店第一地点时，先画出一条中 

①因暂时未找到原山顶嗣发掘布方图及工作 日志，故无法附图及注明具体发现时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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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而后 以 2×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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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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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33一l9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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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2 

B一5 

B—d 

B一3 

B一2 

C一5 

C—d 

C一3 

C一2 

C 

D—d 

D一3 

D一2 

D—l E 

K·d 
_ _ 一  

K·3 L一3 M·3I N— 

一 2 M一2I～．2IO一2lP· 

J K M一̈ 』̂一1 IO—I l·P一1 

O C 0 D 0 E 0 F 0 G 0 H 0 0 J 0 K 0 L o 

C D E F1 G 1 H J 1 K 1 L 

E 2 F 2 G 2 H 2 J 2 K 2 L 2 

E 3 F3 G 3 H 3 J 3 K 3 L 3 M 3 N3 

D o l P 

G 4 H4 J d Ld M 4 N● 

5 5 J 5 K 5 L 5 M 5 N5 

M 6 N 6 

图 2 周 I=l店第 l地点第 l6水平层发掘坑的分布 (1935年 l0月 17日一 I1月 19日) 

Distribution ofthe excavated pit ofsixteenth level in Loc．1 at Zhoukou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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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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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圆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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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和獾的犬齿 44枚，未磨过的狐狸和獾犬齿 37枚，狐狸犬齿 

(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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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的蛤蜊 (Area sp．)鸟骨坠、鱼骨，鱼的脊椎骨和石珠一箱；资料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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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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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页)．关于李济论述以周 口店为主的综合性论文将在下面加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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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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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讨论了两个同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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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页)。 

对于上述的第一个同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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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设有纯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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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页)。 、 

在 红色土时代的周 口店文化 一文中，作者对 1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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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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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地点为代表，第二期以鸽 

子堂石英Ⅱ层为代表，第三期以第 1地点 Aa层 (见 中国原人史要 图7)，第四期以周 ‘ 

口店第 15、4和22地点为代表。在本世纪 50、6o年代，在国内文献中，比较流行的看法 

是三分法 (裴文中，1954；贾兰坡．1958，1962，1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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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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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55，89页)． 

在本世纪 5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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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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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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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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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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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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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考古学的一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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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j关 自守的 (981页)。时至今 日，李济的考古学特点并设有过时，仍须发扬光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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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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FEssoR U  JI C0M 砒 BU110N 1．0 PALEoU 1rIIIC 

S UDY 0F ZH0UK0UDIAN REG10N 

_ _ _ _ _ _ — — Inmemory ofProfessorLi Ji'seentmaialbirthday 

Zhang Senshui 

(Insfitute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Academia Sinica．Beijing 100044) 

Professor Li Ji was one offounders of archeology and the fh'st anthropologist in China．He 

worked aⅡh hfe for archeological study in China．wrote many papers and books and had 

many pupih．Though his contribution was ma inly reflected in the excavation ofthe Shang sites 

inAnyangfrom l929to l937 andthe studyofcultural remainsfrom the Sha ng sitesfrom tha t 

time through 1979，he reaped rich frui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archeo 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 

for exampie．ha also did impo rtant works in the I alm ofthe paleolithic archeological n 阻fch． 

Pr ofessorPeiW enzhong saidtha t： itisdifficnltto stud y stone artifactsdisco veredfrom Loc．1 

atZhoukoudian，Ibegantolearnarcheology andlearn fromProfessorLi Jiatfirst (Pei，1934)． 

1_he excavation process in Loc．1 at Zhoukoudian was reformed in 1932．The new exca vation 

adopted a method including a combination of test ditcb and test square．This method had been 

used intheexca vationofenrly stagei／iShang sitesinAnyandunderthe supervisionof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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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i．When Upper Cave was excayated in l933 Professor Pei adopted other excavation method 

which啪 s formulated and naing~ as three dimension space too9rd pro(~~ss by Professor Li Ji 

and was used at first time in l926 in excavation ofthe Neolithic site at Xiyin village ofXia 

County，Shanxi Provifloe．In addition，Li Ji had 0011tributed interesting ideas to the study of 

Zhoukoudianian culture．In the present paper Professor Li Ji's lire story is briefly introduced for 

~ ping the readers to know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n which he gained the great achieverr~ ts 

inthe fie1dofarche ology． 

Key words Li Ji，100th anniversary，Throe dimension space process，Zhoukoudian， 

Paleol~hic arche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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