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

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100 年来，几

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

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

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

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

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

历史场景”，“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

展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

作作风”。

1921 年，因为仰韶文化被命名，河南渑池仰韶

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 100 年后，仰韶文

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纪念大会召

开，仰韶村变身可以进行考古和文物展示的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迎来了参加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纪念

的考古人。

“从一开始，中国考古人面对的就是中国的历

史，发掘的就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重

建的也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上古史，这是我们最大的

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王巍说。

展开百万年时空框架

悠久的金石学传统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

作了知识铺垫，中国人自己的田野考古开始后，百万

年的时空框架开始慢慢搭建。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一直以来，人类起源之

谜始终是考古探索的前沿。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主导开发的古核

DNA 捕获方法，让此前大量无法进行古 DNA 研究

的样本材料重回研究视野。通过和国内多个考古机

构合作，付巧妹团队成功捕获测序中国北方山东、内

蒙古及南方福建等地 11 个遗址 25 个 9500—4200 年

前的个体基因组，破译了目前东亚南部乃至东南亚

最古老的人类遗传学数据。此次大会上，她分享的

古基因组研究说明，中国南北方古人群早在 9500 年

前已经分化，并在至少 8300 年前出现融合与交流，而

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

区。这一研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化及中华文明

的探根溯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佐证。

北京周口店遗址是上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根据

陕西蓝田上陈、河北阳原马圈沟、重庆巫山龙骨坡、

云南元谋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中华大地在

200 万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河北阳原泥河湾、陕西

蓝田公王岭等发现揭示，100 万年前古人类已分布在

中国大部分地区。广西崇左智人洞、湖南道县福岩

洞、河南许昌灵井等遗址，发现有大约距今 10 万年的

人类化石，已经初具“现代人”形态。距今 5 万年进入

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山顶洞人、柳江人等发明了弓

箭、骨针、磨盘等新型工具，有了装饰品、雕塑、刻画

符号，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深厚根基。

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息息相关。湖南道县玉蟾

岩、浙江浦江上山和义乌桥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向世

界证明了中国的水稻农业 1 万多年前发源于长江中

下游地区。距今 8000 年前后“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

系初步形成，距今 4000 多年后从西方传入了小麦，中

原出现了“五谷丰登”景象，再加上“六畜兴旺”，为中

华文明形成准备了条件。

1981 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开启了中国文明起

源的新阶段，考古学家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影响

深远。可以说，距今 5300 年至 4300 年前后的文明

图景，是通过考古人的努力徐徐展开的。以红山文

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

流域在距今 5300 年前后相继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和

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密切互

动，形成被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文化共同体。

正如一位知名的外国考古学家所说：“感谢中国

考古学家为我们了解过去作出贡献，来自中国各个

地区的考古新成果让世界看到早期中国的多元性，

中国这片土地独特的风貌和文化遗产被全世界的专

家和公众熟悉并欣赏，中国古代的伟大成就也得以

被全世界了解。震惊世界的良渚、陶寺和石峁遗址，

让我们可以研究和肯定中国早期文明的特质，同时

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世界都意义重大。”

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全部要依赖考古学家

的辛勤劳动。有了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也因有了

考古的参与而变得丰富立体、多姿多彩。“考古工作

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

工作。”百年的中国考古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几代考古人风雨兼程

1950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成立时，研究人员只

有 8 名，加上技术员和技工也才 14 人，这实际上就是

整个国家全部的考古力量。北京大学作为当时全国

唯一一所考古人才培养机构，至 1955 年底刚刚毕业

了 3 届学生，总人数仅 26 人。4 期考古训练班培养了

大批地方文物干部，但远远不能应对国家基本建设

中的考古勘探工作。今天的考古队伍已经有了长足

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考古工作更加重视，先

后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考古中国”，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成就。国家“夏商

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

作为考古人中的老兵，对于百年考古的成就深感骄

傲。百年来，虽然也有战火中的被迫中断，也曾遇到

恶劣的条件，但考古人从没有气馁，从摸陶片、拆花

纹到探源头、修国史，始终坚持不懈，做出了非常了

不起的工作。

考 古 学 家 夏 鼐 多 次 强 调 ，考 古 工 作 者 的 成 绩

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

用 什 么 方 法 发 掘 出 这 些 东 西 。 他 在 文 章《考 古 工

作 者 需 要 有 献 身 精 神》中 表 示 ，反 对 把 考 古 当 作

“挖宝”，反对任何个人利用考古工作“赚钱”“买卖

和 收 藏 古 物 ”，希 望 所 有 考 古 工 作 者“ 不 怕 吃 苦 ”

“一心一意为了提高本学科的水平，而不计较个人

的经济利益”。

5000 多 年 前 ，勤 劳 智 慧 的 良 渚 人 创 造 了 光 辉

灿 烂 的 良 渚 文

化 。 5000 多 年 后 ，

一 代 代 考 古 人 打 开

了 厚 厚 的 文 明 史 ，让

我 们 重 温 祖 先 创 造 的

奇 迹 。 80 多 年 前 ，20 多

岁的施昕更在杭州西湖博

物 馆 工 作 。 他 在 自 己 的 家

乡良渚采集到了一些古老的

黑陶片和石器，进行了几次田

野 考 古 发 掘 ，很 快 将 其 公 之 于

世 ，成 为 世 人 了 解 良 渚 的 开 端 。

与施昕更几乎同龄的考古学家还

有 夏 鼐 和 苏 秉 琦 。 夏 鼐 提 出 中 国

新石器文化体系论，于 1959 年命名

了“ 良 渚 文 化 ”，而 在 苏 秉 琦 提 出 的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中，良渚文

化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架 构 。 在 这 之 后 ，上

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严文明、牟永抗、俞

伟超、张忠培，都为解读良渚作出重要贡

献 。 而 1943 年 出 生 的 王 明 达 ，是 反 山 遗

址 发 掘 的 领 队 。 以 浙 江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原 所 长 刘 斌 、王 宁 远 为 代 表 的 一 批 批 60
后、70 后登上良渚考古的大舞台，考古发现

了 良 渚 古 城 和 水 利 大 坝 ，确 认 了 国 家 形 态

的文明。“后浪推前浪，很多 80 后、90 后已经

见证了良渚古城的申遗成功，成为良渚的守

望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说，全

国的考古队伍正在实现结构性变化，实现年

轻化、专业化。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

长冉宏林关于三星堆的讲座，在大会期间很受

欢迎。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启动的三星堆遗址祭

祀区考古持续引发公众关注热情，新发现的 6 个

“祭祀坑”及坑内珍贵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

象牙等文物，让三星堆遗址“再醒惊天下”。更为

重要的是，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

单位合作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开启了中国

考古学的新阶段。将实验室建在考古工地现场，

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等大量科技

装备初试身手、30 多家多学科跨学科合作团队

支撑，展现了考古工作精细化、科技化、专业化

的发展趋势。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表示，如

今中国考古学在考古理论、方法与技术等方面

日 益 成 熟 ，在 考 古 实 践 中 应 用 得 更 加 得 心 应

手，整体水平已经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作为

当代世界考古发掘活动最活跃的国家，合格考

古人才的培养是能力建设最重要的一环，作

为高校的老师，有责任将考古人百年中形成

的好传统传递给后来者。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

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百年中国考古坚定

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一生择一事，一事终

一生。回顾辉煌的 100 年，展望更加灿烂

的未来，考古人信心满满。

百年中国考古百年中国考古坚定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雪梅杨雪梅

经 过 我 国 几 代 考 古

学者的接续奋斗，我国考

古 工 作 取 得 一 系 列 重 大

发现和研究成果，不仅完

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也

极 大 地 丰 富 和 完 善 了 有

文 献 以 来 的 历 史 时 代 的

中国历史。

我 们 纪 念 仰 韶 文 化

发 现 100 年 ，是 因 为 它 的

发现与研究历程，从侧面

反 映 了 中 国 现 代 考 古 学

探本求源、揭示中华文明

发 展 脉 络 和 辉 煌 成 就 的

百年历程。

中国旧石器文化自成

体系，连续、独立地发展，

人类的演化链条基本前后

相 继 。 我 国 已 发 现 距 今

200 万 年 以 来 的 直 立 人 、

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

地点 70 余处，旧石器时代

文化遗址近 2000 处。

距 今 8000 年 前 后 中

国已初步形成“南稻北粟”

的农业经济格局。北京东

胡林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

早的粟；内蒙古敖汉兴隆

沟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

的黍；浙江浦江上山、湖南

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

今万年的水稻遗存；湖南

澧县彭头山，浙江萧山跨

湖桥、嵊州小黄山，河南舞

阳贾湖遗址出土的植物遗

存，实证出这一论断。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

年绵延不绝的历史。距今

5300 年前后，以良渚文化

为代表的长江流域、以仰

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

和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

辽河流域社会快速发展，

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各地

区密切互动，形成被称为

“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文化

共同体，中华文明由此形

成。距今 4300 年前后，长

江与西辽河流域的古国逐

步衰落，而黄河中游地区

开始崛起，山西陶寺、陕西

石峁等遗址出现超大型城

址，在各地区文明的竞相

发展和激烈碰撞中，中原

腹地最终崛起。

在探索夏商王朝的过

程中，考古学发挥了决定

性作用。夏商王朝为中心

的 中 原 与 周 边 地 域 的 政

治、文化关系，深刻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多

元一体”。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 10 万平方米的

宫城，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

址，有可能是夏王朝晚期都邑。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的甲骨文等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使商代

历史成为信史。洹河北岸的“洹北商城”，则可能是

商王盘庚迁殷以前的另一座都城。以湖北黄陂盘龙

城、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发现，都是“多元一体”

的重要实证。

西周是重要的发展阶段。陕西扶风和岐山一带

的周原遗址，发现有贵族居住区、墓葬区、社祭建筑、

作坊、窖藏和水利设施等。而周代诸侯国的考古发

现以湖北随州曾国贵族墓地最具代表性，实证了不

见于文献记载的“曾国”的历史。

秦汉及以后的宏大历史进程，则体现在制度建

设、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交往

等方面。西汉长安城、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隋大

兴城、唐长安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一直在承继与创

新中发展。到元明清北京城，基于中轴对称的宫城、

皇城、郭城的格局始终未变。帝王陵寝则构成了历

朝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从秦始皇陵、西汉景帝阳

陵、江西海昏侯墓，到洛阳景陵、唐代关中十八陵陵

园，再到辽祖陵等，都体现了秦汉以后帝王陵寝制度

一脉相承。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

在考古学中得到强有力的维护。丝绸之路作为商贸

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历代中原王朝都尽力维护其畅

通与安全。目前已找到的汉代疏勒城、唐代北庭都

护府遗址以及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

的简牍文书及大量文物，均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

史见证。

经过 100 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成果斐然。在

新的时代，中国考古学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

步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加强考古学科建设，

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中发现新视角，构建新理

论；深入开展多学科融合发展，引导打破学科壁垒，

使考古学研究发挥更大的价值与作用；加强文明互

鉴交流与比较研究，有序开展赴外考古发掘与研

究，促进我国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转变，增强中

国考古学国际影响力。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使下一个百年的中国考

古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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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近日公布。经过各地

文物部门推荐报名和两轮专家投票，最终从 321 个候

选项目中脱颖而出的这 100 项，是中国百年考古的里

程碑。

其中，旧石器时代 5 项，新石器时代 33 项，夏商时

期 10 项，两周时期 15 项，秦汉时期 16 项，三国至隋唐

时期 9 项，宋辽金元时期 9 项，明清时期 3 项，时间跨度

约 200 万年。入选项目囊括了聚落、城址、陵寝、墓葬、

洞穴遗址、矿冶遗址、窑址、沉船遗址等多种类型，可以

说全面揭示出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维度。

从学术方向来看，入选项目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

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方面的

重要成果，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如

北京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发现，堪称人类起源与演化研

究的里程碑，直立人阶段被确立，把人类用火的历史

提前了几十万年。里耶古城的秦简填补秦律法的空

白，“南海Ⅰ号”沉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直观证据，

景德镇御窑厂展示了当时世界手工制瓷业的最高水

平和产业模式。

新石器时代考古是中国百年考古蔚为壮观的成

就，入选项目多达 1/3，即是明证。以仰韶村、西阴

村、半坡、裴李岗、贾湖、马家窑、牛河梁、城头山、崧

泽、良渚、石峁、陶寺、石家河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项目，

显示了中国不同区域在文明化进程中的交流与融合。

入 选 的 100 个 项 目 中 ，有 不 少 并 非 单 次 的“ 发

现”，而是同一遗址多次发掘的综合研究成果。如

仰韶村遗址，100 年来共经历过 4 次发掘。1921 年的

发掘，仰韶文化被发现，成为中国第一个被命名的

考古学文化。1951 年第二次、1980 年第三次考古发

掘明确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和面貌，确定遗址还存在

龙山文化。第四次发掘于 2020 年 8 月重启，至今仍

在进行，为多学科多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

贵材料。

近几年来，有不少重要遗址都在重启发掘，如凌

家滩、牛河梁等。重启现象说明，中国考古学在百年

之际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们认识到重新深入研究

的必要性，科技的发展也让考古学家有能力从新的发

掘中提取出更多信息。

随着“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一起公布的，还有“考

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由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

产保护专业委员会提名，经线上投票，从已挂牌的考

古遗址公园项目中遴选出了 5 项：北京周口店遗址、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福建三明万寿岩遗址、四川成都

金沙遗址、陕西秦始皇陵。

版式设计：赵偲汝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令人瞩目
周飞亚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100 周年之际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

发来贺信发来贺信，，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充分肯定中国充分肯定中国

现代考古学百年的重要成就和贡献现代考古学百年的重要成就和贡献，，对广大考古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对广大考古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党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对建设中对建设中

国特色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根本遵循提出了根本遵循。。

我们坚信下一个百年我们坚信下一个百年，，中国考古人怀抱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考古人怀抱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将会取将会取

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编编 者者

20202020 年年 1010 月月，，三星堆遗址考古重启三星堆遗址考古重启。。

20072007 年底年底，，良渚古城被发现良渚古城被发现。。

19741974 年年 33 月月，，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

震惊中外震惊中外。。

19591959 年夏年夏，，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

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19281928 年—年—19371937 年年，，殷墟共进殷墟共进

行了行了 1515 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19211921 年年 1010 月月，，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标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标

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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