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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

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只

有想明白“为何考古”，才能在学理上说清楚

“如何考古”；只有把社会政治意义与学术意

义有机融合，才能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新 百 年 的 考 古 学 要 坚 守 传 承 文 明 的

初心使命。 1922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我国

第 一 个 专 门 考 古 学 研 究 机 构 —— 考 古 学

研究室，发出“扬阐吾国文化，兼改定往史

之 计 ”的 时 代 呐 喊 。 时 任 清 华 国 学 院 导

师、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在听了有

关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进展后，发

愿要“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并鼓励

儿 子 梁 思 永 献 身 考 古 学 ，“ 为 中 华 民 族 在

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声誉”。李

济一生苦苦追寻“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的演

进 ”。 青 年 苏 秉 琦 目 睹 国 家 破 败 ，怀 抱 一

颗“教 育 救 国 ，兴 史 救 国 ”的 赤 子 之 心 ，选

择考古作为终生志业，在北大创办我国高

校第一个考古专业。

新中国成立后，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

的中国考古人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更加主动地“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

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更加坚定了

用考古成果“宣传爱国主义，以便增进我们

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学

科抱负，更加积极地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

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

学科发展道路。

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史，中国考古学从

来不是沉迷于饾饤考证、“为研究而研究”

的乡愿之学；也不是简单堆砌资料、“见物

不见人”的泥古之学，而是赓续文脉、传承

文明的经世之学，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

强国之学。迈入新百年的考古学，更当坚

定初心，勇担使命，为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

贡献力量。

新百年的考古学要勇担阐释文明的重

任。新中国考古学的领军者夏鼐、苏秉琦，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不约而同地把目光

聚焦到“中华文明”上来。中华文明经历了

治乱兴衰，几经沉浮，但始终屹立于世界文

明之林。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魅力焕发出

新的时代光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与喝

彩，极大地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

底气。新百年的考古工作者不仅要善于挖

掘文明，更要擅长阐释文明；不仅要善于挖

掘历史，更要擅长书写历史。只有实现从材

料本位到问题本位的转换，才能真正构建中

国考古学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只

有高质量地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辉煌

灿烂的文明成就，才能切实增强中华文明的

亲和力、感染力。

新百年的考古学要融入复兴伟业，大力

倡导“考古鉴今”“融通古今”的学术理想和

学术实践，积极投身国家文化事业建设大

潮。注重从考古材料中凝练文化和精神内

涵，深入探究中华文明延绵不绝、自强不息、

革故鼎新的文明韧性以及开放包容、朴实典

雅、和谐自然、崇礼尚德的文明特质，深刻揭

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文明基础，深

刻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的

内生动力，深刻论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大势。

一 个 学 科 的 发 展 总 是 与 国 家 民 族 的

命运息息相关。一百年前，中国考古学诞

生 于 民 族 危 难 之 际 ；一 百 年 后 ，中 国 考 古

学 迎 来 学 科 发 展 的 历 史 新 机 遇 。 新 百 年

的 考 古 工 作 者 要 着 眼 复 兴 伟 业 ，心 怀“ 国

之 大 者 ”，敢 于 担 当 ，接 续 奋 斗 ，努 力 开 创

学科新辉煌。

真正构建中国考古学术体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孙庆伟

回顾中国考古学过去 100 年的发展历

程，我们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积

累了丰富的考古实物资料，为构建中国考古

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可以分为 4 个阶段：

1921 年至 1948 年为初步发展期。这一时期

主要围绕早期人类、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

商代历史和商王朝史迹及其渊源以及两周

文明等方面的研究展开，并陆续在渑池仰韶

村、北京周口店、安阳殷墟等遗址取得重要

收获，显示考古学对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将

产生巨大作用。

1949 年至 1978 年为全面发展期。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发展步入正轨。原文

化部下设的文物事业管理局，对全国文物考

古工作进行统一管理。 1950 年，中国科学

院成立考古研究所，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

考古科研机构。除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项

目外，这一时期配合国家大型基本建设的考

古项目在全国蓬勃开展。随着田野考古资

料的不断充实，初步形成了旧石器时代、新

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秦汉、三国至明清五

大段的研究特色。

1979 年至 2011 年为成熟发展期。这一

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学科队伍发展迅速、研究

成果较为丰硕的时期。1979年成立的中国考

古学会，成为团结队伍、凝聚力量、引领中国

考古学发展的重要社团组织。各省区市及部

分地市相继成立了独立的考古研究机构，开

展主动性考古发掘。考古文物专业刊物纷纷

涌现，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上百

部田野考古报告和考古学研究专著出版，中

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关于人类起

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课题的研究不断深

入，历史时期考古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项目实施，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考古发掘与研究全面提升，

考古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推动世界不同

地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增强文明交流互

鉴，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提供考古支撑。

展望未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开展考古工

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考古学通过田野考

古调查和发掘获取实物资料，借助自然科学

技术手段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只有对已

有考古材料进行全面、系统梳理，才能得出

有限或有实效性的结论，这可能是考古这门

学科最显著的特点。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

和科技手段的应用，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融

合发展是必然趋势。

下一个百年的考古会是什么样？就考

古学本身的研究而言，驾驭考古材料的难度

会越来越大。一方面，考古新发现不断更新

已有认知；另一方面，全面系统梳理已知考

古材料仅靠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完成。田野

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报告编写工作以及考

古综合研究都需要组织科研团队完成，高效

组建优势互补的科研团队是学科发展的必

然要求。各类考古资料数据库平台建设将

成为决定未来研究成果质量和数量的制约

因素。建设和开发数据库，让考古研究人员

和高校学生常态化利用数据库开展研究，是

下一个百年考古要解决的问题。

考古人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

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

统，在新的征程上做出更大贡献。

增强历史使命感责任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刘国祥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

从未中断的文明。探究中华文明，就是为了

更好地认识历久弥新的中国特色、中国智

慧、中国道路，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考古学发挥了

重要作用。百年考古证明了中华文明是土

生土长、连续发展的多元一体的文明。中

国相对独立和广大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文

明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准备了条件。中国以

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复杂多样的地理

格局，为中华文明有主体、有中心、多元一

体 格 局 的 形 成 奠 定 了 基 础 。 中 华 大 地 上

100 多 万 年 前 就 已 有 先 民 活 动 ，中 国 也 是

“现代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距今 1 万多

年以前，中国各地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发

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率先开始了对稻、

黍、粟等农作物的栽培，出现村落和氏族社

会，并连续发展到诞生早期国家，进入文明

社会。这个过程可以通过成千上万的遗址

和实物进行勾勒。

百 年 考 古 证 明 中 华 文 明 形 成 于 距 今

5000 多年前。裴李岗时代已经出现敬天法

祖、观象授时、数卜八卦、文字性符号等影响

深远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庙底沟时代，

黄河中游核心区对外强势扩张影响，促使中

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为一个相对的共

同体，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形成。数十

上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

殿式建筑、大型墓葬、精美手工业制品在黄

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广泛出现，表明庙底

沟时代的社会普遍趋于复杂化。距今 5000

多年前，出现数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中心聚

落、宫城和大型宫殿、大型水利设施、大型祭

祀场所等，多个区域性“古国”或早期国家社

会诞生，中华文明初步形成。距今 4000 年

左右诞生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幅王权国家

夏王朝，进入成熟文明社会阶段。

百 年 考 古 证 明 中 华 文 明 在 起 源 和 形

成 时 期 已 经 孕 育 了 独 特 的 文 化 基 因 。 中

国 在 距 今 8000 多 年 就 初 步 形 成 互 相 补 充

的“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很早就产生

了“以农为本”的基本观念，在此基础上中

华 文 明 经 历 了 起 源 、形 成 和 连 续 发 展 过

程，锤炼出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祖先崇

拜 、以 人 为 本 、追 求 秩 序 、稳 定 执 中 、有 容

乃大、和谐共存、勤劳坚毅、自强不息等文

明特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

衰的文化基因”。

百年考古证明中华文明是在对外文化

交流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中华文明从来

就 不 是 孤 立 和 封 闭 的 。 距 今 5000 多 年 以

来，源自西方的绵羊、山羊、黄牛、马、小麦和

青铜器技术等先后进入中国，中国的黍、粟、

丝织品等也先后传到西方，距今 2000 多年

更是形成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文化交

流为中西方社会不断输送着新鲜血液，促进

了中西方文明的共同成长。

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面前，百年中

国考古是那么年轻，我们通过手铲描绘的

只是一个时空框架。未来，考古人会赋予

这 框 架 更 有 条 理 、枝 蔓 更 丰 满 的 细 节 ，通

过 考 古 实 物 所 写 的 一 本 文 明 史 一 定 会 非

常精彩。

重视探索和认识中华文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韩建业

科技考古丰富、拓展了考古学的研究思

路、方法和内容，更加系统、广泛、有效地运

用科技成为当今及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

必由之路。

碳十四年代学构建起中国考古学的时

空坐标。碳十四测年方法被誉为考古学的

第一次科学革命。 1965 年，在夏鼐的推动

下，仇士华和蔡莲珍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碳十

四年代学实验室并应用到国内考古实践。

新世纪以来，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法加之

系列样品拟合方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

年代测定的精度和可靠性，为中国

考古时空框架的确立提供了年

代标尺。

环 境 考 古 揭

示 出 古 代 环 境 如

何 深 刻 影 响

人 类 和

社会的发展。全新世大暖期为中国古代先

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史前先民

充分利用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发

展出适应于不同自然环境条件的生产技术

和聚落模式，不同区域自然环境及其演变直

接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人类骨骼考古勾勒出中华民族形成、发

展和融合的历史图景。骨骼形态学、古病理

学、人口与性别研究等鲜活地展现了古代先

民的族属、体质、构成和习俗等。

植物和动物考古学者通过一粒粒种子、

一块块兽骨重现了中国农牧业起源和发展

的场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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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徐

水南庄头遗址显示狗的驯化可以早到万年

之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 9000
年的家猪遗存。距今 8000 年以前，南稻北

粟的格局已经开始出现，农业的持续发展为

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冶金考古等揭示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技

术发明创造。冶金考古表明中国早期冶金

技术在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技术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青铜冶铸技术，促进了

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的生铁

冶炼及利用生铁制钢的技术是世界冶金史

的一大创造，为秦汉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

陶瓷考古揭示了古代陶瓷制作技术的发明

与发展。玉石器考古在古人制作玉石器的

工艺流程和技术特征上多有建树。仰韶文

化中晚期的河南渑池仰韶村、灵宝城烟、巩

义双槐树、郑州青台等遗址发现有丝蛋白，

证明中国先民养蚕纺丝的历史可以早到距

今 5500 年前。

站在考古百年的时间节点，我们深感中

国考古学进入前所未有的好时代。科技考古

在考古学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

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过程中，已经发挥

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图①：山东泰安市黄河下游大汶口墓地

出土的嵌绿松石骨雕筒。

图②：四川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

神鸟金饰。

图③：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出土的西

周晋侯鸟尊。

图④：河北保定市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

铜博山炉。

图⑤：河北磁县磁州窑遗址出土的白地

黑花缠枝芍药纹梅瓶。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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